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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相互融合，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本文基于高等数学课程的

自身特点，指出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通过分析目前国内高

等数学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对未来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教育方式进行了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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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integrate various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realiz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to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course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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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in China,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future education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and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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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因此，我们要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各门

课程的教学中，达到教书育人、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各大高等院校中经管类、理工类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其教学具有课时多、学分高、

内容抽象、覆盖面广等特点，该课程所论及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与社会

科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作用，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是其他科目所不可替代的。同时，高等数学

课程是大学生刚迈入高校学习就接触的一门课程，大学生刚迈入高校脱离了家长和老师的监督，学习目

标还不太明确，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

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

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中我

们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2. 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等数学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如悠久的数学发展历史、杰出的数学历史人物故事、数学中

暗含的哲学辩证思想，以及我国乃至世界上应用数学的建筑、设计等等，只要我们善于挖掘，找到合理

的切入点融入到高等数学的教学中，都能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中高数老师已经对高

等数学课程融入课程思政进行了研究，尹红然和徐涛[1]对数列极限融入课程思政进行了课堂教学设计。

左玲[2]探讨了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李静[3]以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为典型案例对

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进行教学设计。王晓明[4]以傅里叶级数为例对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

进行了探究。廖春艳和刘春梅[5]通过实际案例探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尽管教育

部已经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各高校也开始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工作，但目前就高等数学课程

融入课程思政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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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逐渐提升，但行动仍滞后 
近些年来由于国家教育部对高校课程思政的提出，各高校逐渐重视各专业开展课程思政工作，高数

教师们虽然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得到了提升，但由于高等数学内容多、抽象难懂等特点，教师长期以来将

教学的重点都放在对高数理论知识的讲解上，对高等数学涉及的思政元素没有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去深入

挖掘，同时对思政元素融入高数教学中的切入点没有深入探究，所以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

行动略显滞后。 
2) 缺乏思政元素教材 
目前存在的高等数学教材也主要是撰写理论知识，包括定义、定理、性质、例题求解等，几乎没有

将思政元素书写在教材中，教师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需要自己去查找思政元素，同时学生在课前预习

或者课后复习阅读教材时只能看到令人感到烦躁的理论知识。如果在教材中适当的融入思政元素，不仅

教师在教学中有思政元素可依据，而且学生在阅读教材时也不会感到乏味，起到了思政润无声的作用。 
3) 教学评价未体现课程思政 
虽然目前各高校已经重视课程思政的开展，并且在申报教学改革项目以及一些教学成果评比上对课

程思政的融入有所侧重，但对任课教师是否采用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学生成绩的评

定也还是集中体现在对知识的掌握上，所以对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缺乏积极主动性。 

3. 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探索 

3.1. 重视高数教师思政能力培养 

高等数学课程能有机地融入课程思政关键在于高数教师的思政能力，因此学校要高度重视高数教师

的思政能力培养。首先，所有高数教师要每周定期组织关于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元素的讨论会，对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的切入点进行探讨，最后形成高数课程思政教学大纲。其次，鼓励教师多参加课程思政教学

培训会议，同时邀请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方面取得教学成果的专家作为指导教师，给高数教师进行课程

思政教学指导。最后，学校定期组织高数教师与思想政治老师进行交流合作，可以提升高数教师的思政

能力，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中。 

3.2. 思政元素的充分挖掘 

我们在高数的教学过程中根据所教授的内容充分结合数学文化中的数学史、数学家生平事迹、数学

教育暗含的哲学辩证法、数学之美、数学应用取得的辉煌成就等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3.2.1. 数学史中探思政元素 
在讲授高等数学第一章内容数列极限概念时，我们可以参考文献[1]引入《庄子·天下篇》中“一尺

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和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在利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时提出的“割之弥细，所

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些是对极限思想的深刻论述，而刘徽

的 “割圆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极限和无穷小分割引入数学证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中不朽的篇章。通

过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学习高数的兴趣。 

3.2.2. 数学家生平经历寻思政元素 
榜样的力量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数学发展的道路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数学家，有盲人数学家欧拉、

数学王子高斯、诗人数学家谷超豪等，他们在追寻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拼搏奋斗。在我们讲授三大微

分中值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定理，以及格林公式、高斯公式、傅里叶级数、狄利

克雷充分条件等都是以数学家名字命名的定理或公式，讲述这些数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励志故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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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学生远大的理想以及在学习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求知精神。例如我们在讲到将对坐标的曲面积分转化

为三重积分计算的高斯公式时，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高斯的生平事迹。高斯一生成就丰硕，以其名字命名

的成果达 110 个，享有“数学王子”的美誉。高斯从小就爱动脑思考，善于观察，面对困难从不放弃、

刻苦钻研。 

3.2.3. 数学知识蕴含思政元素 
高等数学许多知识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这些思政元素让学生领悟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提高

学生的认知能力。例如在讲解函数极值与最值时，我们会引用北宋诗人苏轼《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句引出极值的知识点，让学生体会到数学课堂的诗情画意。另外我们会讲

到极值是函数在一个局部范围内的最值，极值不一定是最值，引出局部与整体的思想。从函数极值的学

习让学生感悟人生就犹如连绵不断的山脉，有山峰亦有山谷，起起落落是人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伫立高

峰时不张扬，跌入低谷时不气馁。要学会运用多角度和运动的观点看待问题，高峰与低谷只是我们人生

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要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积极乐观心态，坚持不懈方得始终。 

3.2.4. 发现欣赏数学之美 
数学本身是枯燥的，如果我们能发现数学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概念、公式、定理的美，就不会认

为数学学习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数学是一门美的学科，更是一门艺术，通过数学反应的简洁美、对

称美、和谐统一美、奇异美等让学生发现并会欣赏数学之美，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审美情操，热爱学习生

活。例如在讲授定积分应用极坐标系下求平面图形面积时，求心形线所围成的图形面积。在给出心形线

极坐标方程的一种形式并绘制出它的图形后，学生在看到这种对称的心形线后会不由得感叹数学之美，

同时结合心形线给学生讲解关于心形线由来的美丽动人爱情故事，更加吸引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接下来

启发学生心形线图形是否有其他指向的图形，结合不同指向的心形线给出对应的极坐标方程，引导学生

课下结合不同的极坐标方程利用 matlab 绘制不同方向的心形线。除此之外，星形线、摆线、阿基米德螺

线、还有空间解析几何部分涉及到的柱面、旋转曲面、二次曲面等等，无不展现了高等数学之美。 

3.2.5. 数学应用中找思政元素 
高等数学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还可

以为学生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高等数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通过高等数学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寻找课程思政元素。例如在

讲授重积分应用求曲面面积时，同济大学数学系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这样一道例题，求出一颗

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覆盖地球面积与地球表面积的比值问题。我们在讲解例题之前可以给学生播放课

前准备的我国发射的第一颗通信卫星短视频，让学生感受到民族自豪感，接下来让学生讨论发射几颗通

信卫星就可以覆盖几乎地球全部表面。讨论后通过例题的讲解让学生深刻体会到高等数学在卫星通信中

的应用，同时让学生探讨高等数学在其他学科专业中的应用。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学生体会到学习高数的

乐趣，学以致用以及加深对高数知识的理解。 

3.3. 完善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高校课程融入课程思政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情，高等数学课程也不例外。而对课程是否融入思

政教育以及融入好坏的评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评价是指挥棒。尽管一些高校中已经建立了

融合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但就高等数学课程而言对于融入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

将课程思政纳入高等数学教学大纲，在教学过程中建立全面的课堂考评机制，由学生、教师、督导等全

方面对课程思政的融入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综合评价。其次，学生是课程思政最直接的学习者、感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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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因此课程思政的评价更要侧重于学生端，根据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内容进行评价，可

以通过课程过程性分阶段对学生进行学习展示汇报考核，同时在期末考试中将高等数学理论知识与思政

相结合。最后，鼓励高数教师在融入课程思政方面发表教改论文、申请教改项目、撰写教材等，同时在

申报教学成果方面对于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给予支持。通过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评价，帮助高数教师

基于学生的思想发展，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改进，更有效地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教学中，真正“扎”进

学生心里、脑子里，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感。 

4. 结束语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担起学生健康

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课程思政就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高等数学是各高等院校中理工科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

课程，无论对于学生以后的专业课学习，还是未来考研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结合高等数学课程的特

点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是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必不可少的课程。本文从现阶段高等数学课程与课程思政

融合存在的现状与问题出发，结合高等数学蕴含的数学文化，对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融合进行了探索研

究。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是开放式的，在未来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还会探索发掘更多思

政元素，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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