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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立足于“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提出“课程思政”

这一加强学生综合教育的重要举措。文章根据课程思政的内涵，阐述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

的必要性，根据高等数学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探索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的方法

与途径，以及学校、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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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the important way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Lea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Curriculum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curri-
culum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t explores the methods and ways to penetrate curriculum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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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ogy and politic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issues that schools and teach-
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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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方式，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调效应[1]。教师在课堂中除了是授业解惑的师长之外，更要教书育人，扮

演好学生人生路上的指导者与引路人的角色。 

2.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从“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目标出发而提出的重要改革方法[2]。学者邱伟光的观点是：课

程思政是“课程承接思政”与“思政寓于课程”的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学理念[3]。 
课程思政并不是课程与思政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在课程教学中强硬插入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教师讲

几节专业课程，再用几节课的时间来讲授思想政治内容。课程思政需要教师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

元素，并在教学中使之与课程内容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在教授其他课程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3.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必要性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除了让学生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课程更需注重的是育人。《高等数

学》是一门经典而又古老的学科，拥有辉煌的历史与成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传承，是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4]。 
高等数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也在不断更迭创新，但极少涉及爱国主义、政治思想等思政方面的内

容，在思想政治的课堂上，也仅有少部分学生有效摄取老师教授的内容。长此以往，面对现代生活中眼

花缭乱、错综复杂的信息，处于人生观初步建立阶段的学生无法得到正确的引导，无法根据自己的价值

顺序进行判断，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是势不可挡的趋势。 

3.1. 实现高等数学课程教育目标的需要 

数学是自然是与社会的结合，其中的规律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具有指导性意义。高等数学中的每个定理、性质等都具有一定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应用背景。

通过课程思政，将高等数学中的数学思想、数学情怀传达给学生，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坚韧不拔、不畏

挑战等优秀的数学思维。现代认为数学教学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5]。在数学概念的讲解中，

应当注意抽象思维和由个别到一般再推理到个别的思维。例如在由罗尔定理的条件弱化推广得到拉格朗

日中值定理，进而推广得到柯西中值定理时，应注重类比概括思维。 
高等数学是理工科学生的一门工具课，不仅能丰富其数学知识，还能锤炼学生解决难题坚持不懈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彦丹 等 
 

 

DOI: 10.12677/ces.2021.94133 816 创新教育研究 
 

刻苦钻研的意志，为其日后的学习与职业生涯打开理想的大门，为严谨的思维模式的养成创造良好的条

件。如何使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道德素养得到全面提升，是当前《高等数学》的一个教学目标[6]。黑格

尔说：“数学是上帝描述自然的符号。”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在数学中都能够找到答案，学生通过课程思

政的学习所得的数学哲理与数学精神，将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在其人生路上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课程思政还将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思想水平，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团结合作的学习与

工作意识，为日后良好的职业道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将思政教育元素融于高等数学课程中，在知识

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结合中，将学生培养成为各方面综合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综上，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有利于实现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其产生的影响将在学生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3.2.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优势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大学的一门基础性课程，高等数学教师接触的学生多、时间长，因此需充分利用

这一优势，将教学与思政内容相结合，发挥其课堂优势，在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引领学生培养正确的

观念，让学生在新时代教育下全面、健康的发展。 
大学对学生的教育不仅局限在书本知识，更是要将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培育为优秀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深入地揭示了自然发展客观规律，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时，其辩

证思维、批判思维等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学生数学思维的丰富与扩展，有利于其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

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领悟。 
大学期间，学生受到的教育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学生在大学一

年级，刚刚走入大学的大门，面对全新的校园环境、生活方式与学习氛围，可能一时难以适应。高等数

学是理工科大学生必修的基础性课程，教学内容多，开课时间基本在一年以上，教师与学生接触时间长，

教师在课堂中表现出的思维模式、一言一行，无一不在影响着学生。将思政内容渗透入课堂教学，会对

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高等数学具有实施课程思政的天然优势，对正在接受高等数

学教育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使课程思政发挥更加出色的作用。 

4. 高等数学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的方法与手段 

近年来，随着《高等数学》课程深入改革，教育手段、方法不断完善创新，教学效果得到了良好的

改善，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然而，课程思政不是将课程“思政”化，关键在于教师利用自己的

知识储备与综合素养，将二者进行创造性的融合。数学本身是一门较难理解的学科，学生在课堂中容易

感到乏味枯燥，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用大量时间进行思政教育，导致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七零八落，这种

教学方法可能使学生对高等数学了无兴趣。 
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繁杂，课时紧，学校与教师应当积极发掘可以与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相联系的思政

内容，探索如何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进行有机结合，把握好进行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在传授高等数

学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高效的思政教育，否则，为了课程思政而无组织、无结构的组合，只会使教

学效果适得其反。 

4.1. 将数学史融入课程教学，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数学精神与品质 

数学是一门有着丰富历史的学科，拥有多年来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系统、属于自己的语言与表

达方式，通过教师严谨的教学，同学在课堂上会潜移默化地养成认真严谨、井井有条的作风与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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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学习内容较为复杂，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直面难题与挑战的精神，锻炼学生不屈不挠、不惧挫折

的优秀品质。 
在讲授极限定义时，运用《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典故，早在几千年

前我国古人就有朴素的极限思想。祖冲之利用极限的思想计算圆周率，领先西方约 1000 年；元代数学家

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鉴》中的四次招差公式比西方同类结果早 400 多年[7]。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常年忍受

病痛的折磨，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致力于数学研究，在逆境中学习，发表了引起世界轰动的

“1 + 2”详细证明。通过讲述中国数学家的故事，让他们了解中国著名数学家的故事及成就，不仅能够

让他们了解数学发展史，还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数学家们艰苦卓绝的学习精神也将激励学生奋发

图强。 
瑞士数学家欧拉即便双目失明也没有放弃科学事业，仍然刻苦钻研，口述完成几百篇论文，被认为

是数学史上产出最多的数学家。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家徒四壁，却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在数

学、物理学和天体力学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拿破仑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根据“关系映

射反演”原理，以少胜多；笛卡尔是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建立坐标系后成功的创立了解析几何学；

费马是微积分建立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概率论的创始人[4]。教师通过讲述数学家的数学精神，将鲜活的

人物与故事引入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数学的距离，使课堂氛围更加轻松愉悦，利用学生对历史英雄的

崇拜与敬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培养学生养成刻苦钻研的习惯，在点滴中影响学生。 

4.2. 将人文情怀融入课程教学，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使课堂教学更有温度 

学校时课程思政的主体，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践行者，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教学水平与课程思

政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8]。在实践中，教师需要意识到课程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教学不仅在于

传授知识，更是要将素质教育、思想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纵观数学史发展历程，许多创造性革新都来源于一个猜想的验证或质疑的提出，例如引导学生思考，可

否使用割线段的长度替代课本中的切线来近似表示曲线弧的长度，由此既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

也培养了学生的思辨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教学内容与人文情怀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在课堂上自顾自谈，要注重

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思考。在讲授多元函数的极值时，通过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引入知识点，极大值就像诗句中的“峰”，而极小值就像“岭”。这样的教授方式不仅形象传

神，还能让学生领悟到人生如蜿蜒曲折却又波澜壮阔的锦绣河山，当我们攀上高峰获得极大值时，不能

妄自尊大；当我们跌入低估处于极小值时，也不能够气馁。但在人生路上，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暂时的，

只有不断向前走，才会体验到人生的精彩[9]。在学习级数理论从有限项到无限项的和时，让学生类比认

识到辩证唯物主义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鼓励学生只有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坚持不懈、不忘初心、

持之以恒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数学与其他艺术、科学相同，存在着数学之美。克莱因说：“数学可以反映出人类智力的最高成果，

是心灵的伟大创作。”例如，数学中有界与无界的概念，体现了数学的对称美；数学的公式与定理，体

现了数学的严谨美。数学中的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图像，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美，通过引领学生认识、发

现这些不同形式的美，能够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让学生在生活中体会、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美。 

4.3. 将社会热点、国家大事融入课程思政，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学生具有关心国家大事，对新生事物感兴趣的特点，通过适当与学生分享社会热点问题及国家大事，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探索知识的欲望，还能够潜移默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与国家自信，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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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奋发图强，为国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自 2016 年起，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连续 4 年取得世界超级计算机冠军。2017

年 9 月，我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率先实现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2020 年 7
月，中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为全球社会发展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2021 年 6 月，中

国航天员搭载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社会基础建设事业

的发展，都需要大量数学知识的应用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教师帮助学生了解传染病模型的

基础理论，为以后的数学实践活动打下基础。当代大学生在学校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专业知识、培养专业

技能与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提高各方面水平与能力，开阔自己的综合格局。 

5. 结语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各个高校立校之本。新时代下，课程思政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需要学校与教师充分意识到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并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不

断探索在专业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的新的教学模式[10]。 
课程思政的发展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紧密相关，与大学生的未来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

开展课程思政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只有学校、教师的携手共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培养出各

方面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在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实践

能力等综合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高等数学课程改革

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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