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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立德树人的视域下，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的融合是十分必要的。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的融合能够帮助

教师更好地立德树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然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实践中普遍存在融合度低、
较难找到融合的思政元素等诸多现实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结合学生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使课堂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同时也较容易引发学生的

共鸣，从而使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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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higher mathematic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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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can help teachers better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such 
as 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difficulty in finding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alyze the main causes of problems,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select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to integrate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so that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is more targeted and predictive, and it is also easier 
to arouse the resonance of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while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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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所以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主阵地。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院校的

一门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起着关键作用。思政元素融入数学课堂不仅关

乎到学生对数学知识与数学方法的深入掌握，还关乎到在数学课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2. 融合的现状及原因 

高等数学是理、工科院校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也是理学学科、工学学科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教

师的课程思政能力是实现全员育人格局、提升课程思政实效性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决定性因素[2]。
但是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对于许多高校老师来说，存在较难找到融合点、融合度低等诸多问题，

导致一些高等数学老师在课堂中几乎不谈及课程思政亦或是蜻蜓点水式的融入。 
分析现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高等数学课程本身特点，高等数学课程具有抽象性、复杂性等特点。

其次是高等数学教师本身存在的问题，一是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传统的数学教育往往注重数学知识

的传授，以应试教育为目的，而忽略了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课堂教学本身时间就紧张，

无法再融入额外的思政内容；三是思政教育对老师的专业素养要求高，在融合课程思政时，需要老师具

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教育知识。 

3. 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融合的必要性 

3.1. 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力军，然而，一些大学生出现世界观偏差、人生观迷

失、价值观错位的现象。比如近年来，使用“佛系”、“躺平”、“摆烂”等词来形容很多大学生无欲

无求的心态对待学习和生活。当代大学生上课不自律、无目标、没有未来规划，爱玩游戏、爱刷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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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有人在。对于出现的这些普遍教育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刻地反思。大学时期是学生是

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期间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今后的成长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大学

生“三观”的培养事不宜迟。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重点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正确引导学生在

学习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学生培养成既具有远大理想又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大学生，真正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 

3.2. 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 

高等数学的概念比较抽象，与日常生活较难联系起来；高等数学使用了大量的符号和公式，较为抽

象。课堂讲授内容较缺乏趣味性和实用性，这对于数学基础不牢的学生来说高等数学的概念是较难理解

的。 
将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程中，加强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充分发挥数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和价

值，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氛围中掌握数学知识、数学方法。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更贴近实际生活，将抽象的原理、概念具体化、生活化，使学生认识到原理、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表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使高等数学课程真正成为为学生充满思想和

文化内涵的课程。 

4. 针对学生特点在高等数学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 

在素质教育环境下，了解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问题，对于实现高等数学知识的传递与借助高

等数学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起着关键作用。数学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并利用数学文化、数学精神

及数学人物等资源，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需要结合专业教学实际，让思政元素与日常教学活动紧

密地结合起来[5]。 

4.1. 向量——合作精神与主导自己的人生 

4.1.1. 向量——领悟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精神，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又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高校要更加重视大学

生合作精神的培养，将其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渗透于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当中[6]。在学习向

量时可以融入合作精神。 
客观世界中有这样一类量，他们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最初被应用于物理学当中的力、速度、加速

度、位移、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等。而今在机器人设计与操控、卫星定位、飞船设计等现代技术中也

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数学上，常用一条有方向的线段来表示向量。例如生活当中两个人共同抬一个物体，

可以发现两人手臂之间的夹角越小越省力。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强者，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而是

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等，团结合作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或更有效率的完成目标。 

4.1.2. 向量——学会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在实际问题中，有些向量与起点有关(例如质点运动的速度与该质点的位置有关，一个力与该力的作

用点的位置有关)，有些向量与起点无关。由于向量的共性是它们都有大小和方向，因此在数学当中我们

只研究与起点无关的向量，并称这种向量为自由向量(简称向量)，即只考虑向量的大小和方向，而不论它

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当遇到与起点有关的向量时，可在一般原则下做出处理。这便像极了人生，人与人

之间的起点各不相同，但自出生那刻起我们的存在就有了意义。向量是有方向的量，那人生呢？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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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亲戚、朋友、师长、同学等，而这些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无形的量呢，都在影响着自己，拉着自

己的人生往某个方向去，是他们的合力铸就了不同阶段的自己。但是自己一定要做那众多无形的量中最

具主导作用的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不被命运所支配。 

4.2. 曲线积分——学会分解压力 

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过度压力事件易使学生学习精力不足，学习兴趣下降，进而学习倦怠[7]。引

导学生学会分解压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重大意义，在学习曲线积分时可引导学生学会分解压力。 
在高等数学中，曲线积分是积分的一种。设在平面 xoy 内 L 有一光滑曲线弧，函数 f(x, y)在 L 上有界，

由于现实当中通常要考虑构件的各部分受力情况，设计的粗细的程度不同，则曲线弧在各个点线密度为

变量。所以我们将 L 分为 n 个小段，设第¡段的长度 is∆ ，(xi, yi)为第 i 段上任意一点，令 ( )max isλ = ∆ →0，
且 曲 线 弧 的 分 法 及 点 (xi, yi) 的 取 法 无 关 。 则 此 曲 线 弧 的 曲 线 积 分 可 表 示 为

( ) ( )0 1, lim
L i i i

n

i
f x y dx f x y sλ→ =

= ∆∫ ∑ , ，即为曲线与坐标轴所围成的面积。人与人之间就像坐标轴上的点，

命运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不断的构成了我们人生的曲线，如果时间是横坐标，个人价值是纵坐标，那么一

个人一生的成就便是这条曲线的积分了。很多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可又有几人实现了呢？没有实现的原

因很多，一些人没有实现，其实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不懂得分解压力，把自己逼的喘不过来气，

有远大的理想固然重要，但要学会把理想分段，一步一步去努力，最终我们才能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4.3. 无穷大与无穷小——勇于探究开拓思维 

无穷大与无穷小属于比较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不仅提及数学，实际与物理学宇宙学都有着牵涉，

甚至与哲学相关，因为无穷大与无穷小通常难舍难分。在数学当中无穷小的定义是：如果函数 f(x)当 x→x0 
(或 x→∞)时的极限为 0，那么称函数 f(x)为当 x→x0 (或 x→∞)时的无穷小；无穷大的定义是：如果当 x→x0 
(或 x→∞)时，对应的函数值的绝对值｜f(x)｜可以大于预先指定的任何正数 M，那么就称函数 f(x)当 x→x0 
(或 x→∞)时的无穷大。比如理想状态下，将一张纸一天对折一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一直地

对折下去，永远也折不到尽头，这便是无穷小；我们知道光在理想状态下不产生能量损耗就会如数学中

的射线一样一直传播下去，永远也不会停下，这便是无穷大。黑洞作为一种天文和物理现象，体积无穷

小，但质量和能量却无穷大，它持续不断的吸收外来靠近物，光靠近都会发生扭曲，甚至时间也无法将

其约束，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任何物体都无法超越光速，或许真的存在着不低于光速运动的世界，也许

就在黑洞之中。 
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相对论也印证了在逻辑上可以存在两个世界，一是我们所处的无

法超越光速的世界，二是不低于光速运动的世界。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用“道”深刻的诠释了无穷大与无

穷小的意义，这里的“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讲的“太极”，正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衍生为六十四卦，进而生出天地万物。若要理解这里的“道”，首先我们要理解两仪，即

无穷大与无穷小。老子追求的是无为而无所不为，意思是天地大道有自己的法则，无力改变时一切要顺

其自然。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界从何而起，又将何时而终，也不得而知。百家中的名家，惠施讲到：“至

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进一步指出了至大和至小统称为一。佛家提出“须弥藏芥

子，芥子藏须弥”，可理解为无穷小藏于无穷大，无穷大藏于无穷小。对于世界和宇宙，古人有着让人

叹为观止的认知，所以我们学习当中不要局限于课本，要学会开拓思维，提升认知。 

4.4. 定积分——学会积累 

在以往的学习当中我们只学习了一些规则图形的面积求法，但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着更多不规则的物

体，例如水果、湖、石头等。那么我们要如何求解不规则物体的面积呢？这就需要引进“定积分”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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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定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共同发现的，莱布尼茨发明了积分符号，定积分的思想其实是极限理论的

延伸，而极限理论是牛顿通过物体运动得来的。定积分的基本思想：以直代曲、以静制动、化繁为简；

具体步骤分为四步：分割( ix∆ ；化整为零)、近似( ( ) iif xδ ∆ ；以直代曲)、求和( ( )1
n

i ii f xδ
=

∆∑ ；积零为整)、
极限( ( )0 1lim i i

n
i f xλ δ→ =

∆∑ 质的飞跃)。前三步属于量变阶段只能取得近似值，经过最后一步才能将近似

变为精确，实现质的飞跃。定积分就像一个特定的人生，积分随着坐标轴不停变化着，人生也随时间不

断前进，积分的结果可正可负，人生有失去也有所得，回头望去，我们不正是靠着一段又一段的积累才

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吗？量变是质变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想发生“质变”，一定要积累足够的量，才能厚

积薄发。 

4.5. 不定积分——学会坚持和变通 

不定积分是微分中的要点之一，也是积分学中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所以在学习当中要清晰掌握其理

论和运算方法，不仅可以巩固之前所学的导数及微分内容，还能为微分方程和多元函数积分打下良好的

基础。不定积分是为解决求导和微分的逆运算而提出的，要联系导数对不定积分进行学习。求不定积分

的方法有很多，如直接积分法、第一类积分法、第二类积分法、分部积分法等等，不管哪种方法都可以

解决问题，只不过求解的过程有所差异，就像我们的人生总要做出选择，无论你选择了哪一种都应该坚

持的走下去，直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但我们更要懂得变通，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要灵活运用所学以最

快最便捷的方式达到我们的目的，要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4.6. 函数的极值最大值最小值——乐观地面对人生 

乐观和悲观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心理幸福感，乐观更多的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促进心理幸福感，

而悲观更多的是直接损害心理幸福感[8]。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在学习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值时，可以引导学生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 
函数的极值是高等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函数的三要素为定义域、值域、对应法则，通过不断

的取值可以逐渐绘画出函数图像，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函数，而且绘出的图像往往也是局部的，无法观

察函数全貌。就像我们要画一座山，如果边走边画，不仅麻烦而且费时间。但如果我们知道了山峰以及

上坡或是下坡，我们便能够大致画出其图像。函数亦是如此，所谓函数极值，就像山峰或者谷底一样，

是该领域内的最大或者最小值。如果我们知道了极值与单调性，就更便于我们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去解

决问题了。一些函数图像就像山脉的绵延起伏，这何尝不类似于我们的人生呢？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山峰

与低谷，而我们无法预估何时是山峰何时是低谷，所以我们要乐观的面对人生，顺境中不骄不躁，勇往

直前，逆境中砥砺前行，逆流而上。 

4.7. 数学家的故事——培养爱国情强国志以及民族自豪感 

高等数学中设计的很多概念和理论都是由中国的数学家开发和研究出来的。比如在讲解微积分相关

知识点时，可以融入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华罗庚的故事。他不断地探索和推进高等数学的发

展，促进了中国数学界的发展。尽管面临着社会和国家的变幻，华罗庚始终保持着他的爱国情怀。他对

自治微分方程的研究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复杂的物理和工程问题中广泛应用微分方程，并且经

常通过自治微分方程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华氏方程”和“炸药方程”等，这些方程在国防、航空航天、

石油等领域的应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华国锋、吴文俊、丘成桐、朱熹平等。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微积分、数论、代数学、几何

学等等，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发现。这些数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为中国的

数学界赢得了国际声望，并对全球高等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近几十年，中国在高等数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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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少青年数学家也在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张益唐、陈志武、周民强

等人都是现代中国数学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算法设计、高维数学、随机最优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做出

了不少重大发现，为数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数学家在高等数学领域的研究，成为当今全球数

学界关注和赞誉的话题之一，也彰显了中国数学研究的强大实力。通过融入我国著名数学家的案例，增

强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以及民族自豪感。 

5. 总结 

课程具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作用[9]。课堂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主渠道，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主要负责人。教师在高等数学的学

习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可以使学生在数学上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可以在人

文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获得道德品质和高尚思想意识的提升。努力把高等数学课建设成实现立德树人教

育任务的强大阵地，在传授数学知识与方法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强国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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