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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国家切实关注的教育重点。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本文以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为切入点，深挖《数学分析》的思政元素，并从数

学思维、人生态度、爱国主义和未来目标这四个方面探讨在《数学分析》课程中如何巧妙地将课堂教学

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其目的是引导学生们理解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和健康的

人生态度，培养爱国主义精神，领略时代精神，从而提高对《数学分析》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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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educator,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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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 real concern of the state of education focus. 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outline of the construc-
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
per takes Newton-Leibniz formula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ig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curriculum, and from the mathematical thinking, life attitude, 
patriotism and future goals of these four aspect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how 
to skillfully combine teaching method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ts aim is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Newton-Leibniz formula, at the same time, to form a goo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healthy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to cultivate patriotism, appreciat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o a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ty to “Mathema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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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6 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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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强调了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更全面培养，确保思政教育更符合实际，更具亲和性，也真

正地满足了当前学生成长的实际需求[2]。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更加明确地为各类学科提供了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理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

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这个建议为理学类的教师提供了一个课程思政的价值遵循，即在培养学生专业学科能力的同时，也应

高屋建瓴地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学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中获取契合的价值观并传输给学生。需要

强调的是，所谓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并不是单独开设一门新的课程，而是将对学生的思政教育融入

到《数学分析》的学习中，从教学改革这一突破口深入，并将其贯穿于整个立德树人的全过程中[4]。 
定积分是作为《数学分析》课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思政意义可谓重大，而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作为定积分问题一个有效且便捷的解决方法，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积分学的发展，其背后丰富的思政元素

也值得我们探究。高校教师可以在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概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使其拥有严谨的逻

辑和实用思想；在公式的推导中引导学生积极的思想认识，增加对人生的思考；在公式的思考里融入爱

国主义，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在公式应用中树立未来目标，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2. 在概念教学中培养思维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仅是对其它学科有辅助作用，而且具有强大的育人意义。数学自远古时

代发展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锤炼、推演，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们呕心沥血，时至今日，其背

后蕴藏的数学思维已经璀璨无比。其育人意义主要有两点：逻辑思维的提升和实践思维的培养。逻辑思

维主要强调的是数学的严谨性和专业性；实践思维则强调数学的现实意义，将抽象的数学思维转化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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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培养数学思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高校教师持之以恒的努力，在课前、课中、课后持续地

渗透知识。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从本质上来讲，是微分和积分联系的桥梁，是“微积分”真正意义的体现。

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化平台，如学习通、智慧树等发布几道关于微分知识和定积分概念

的选择或判断题目，可以帮助同学们回顾旧知识，例如：导数的概念和几何含义，定积分的基本定义和

第二定义等。这些题目既复习了导数和定积分的基本概念和几何意义，又检验了学生们的学习成果，锻

炼了他们对于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而且选择和判断题不需要输入大量的计算步骤，平台的数据统计可

以快速直观的反映完成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学们的良性竞争。同时，可以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利用数字化平台搭建讨论群/区，培养同学们的思维能力。通过线上课前的讨论与交流，既培养了学生们

的预习能力，锻炼数学思维，又让教师快速了解学生们的学习难点，在课堂上对症下药。 
为了快速启发思维，教师可以引导同学们观察并思考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中微分与积分的关系，即：

通过公式 ( ) ( )d
b b

aa
f x x F x=∫ ， ( ) ( )F x f x′ = 。可以发现公式的左侧是一个先求导后积分的运算，结果等

于本身，体现了积分与求导为互逆运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局面，因为我们知道积分和微分

的本质是不太相同的。微分是个局部概念，它表示的是函数在一点附近的变化情况，从运动学的角度来

看可以理解为瞬时速度；而积分则是整体概念，表示的是函数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从运动学的角度来

看可以理解为路程。所以，在本质方面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的。但是，这两个概念却可以通过一个表达式

串联统一，可见微分与积分中蕴含着的对立统一思想。恩格斯指出：“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

学方面的运用”[5]。而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中蕴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学生在学习牛顿莱

布尼茨公式时，也能从数学方面理解对立统一的本质与妙处，开发他们的数学思维，使其思考问题更加

严谨，在遇到矛盾却又融合的事情时多一份探究和思考。所以，数学虽然是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但也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因此数学知识与个体思想之间是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6]。 
不仅如此，作为积分学的主干，牛顿莱布尼茨公式还可以用于证明定积分换元公式、积分第一中值

定理和积分型余项的泰勒公式等，甚至可以从一维推广到多维，比如推广到格林公式、高斯公式、斯托

克斯公式，具有非常强大的实践意义。 

3. 在公式推导中引导积极态度 

斯大林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教师工作本质的真实写照。

教师所教并非拘于知识，学生所得也远不止成绩。教师除了要传授知识，更需要在课堂甚至课后培养学

生的品质，雕刻学生的人生态度。可能在大部分同学和家长的眼中，品德的建立与数学课毫无关系。牛

顿莱布尼茨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往往给人以混乱难懂的感觉，但是其中确实蕴含了许多人生道理。通过

对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推导与解读，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兴趣，使数学课堂更有吸引力，也能帮助同学

们领会人生感悟和处世之道，实现教育的最终目标。 
首先，可以在推导之前跟同学们讲述牛顿和莱布尼茨推导公式的故事。虽然说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是

结合了两位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不是通过合作关系共同推导的。牛顿，众所周知，以其在物理学方面的

成就而名扬天下，因为万有引力、三大运动定律和光学等研究的需要，牛顿推理出来微积分(他称为“流

数学”)。他从物理学出发，运用集合方法研究微积分，在应用上也更多的结合了运动学，更具有造诣性。

而莱布尼茨则是因为对数学浓厚的兴趣，从而发现了微积分，并规定了相关的符号，沿用至今。他是从

几何问题出发，运用分析学方式引入微积分概念，得出相关法则，更展现了数学的严密性。而我们如今

学习的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则是结合了两位的研究成果。 
从公式背后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不同的方式推导，依旧可以得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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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结论。就像俗话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题，不能钻牛角尖的死磕一种方

法，也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轻易放弃。可以转换思考的角度，多换几种方式，就像“横看成岭侧成峰”

所言，换一个角度也许就可以发现不一样的点。 
其次，便是公式的推导。在推导之前，我们需要思考定积分的几何意义——一段函数与坐标轴围成

的面积。结合生活中的速度与位移便不难理解，我们将𝑥𝑥轴看成时间， ( )f x 视作速度函数，其围成的面

积就是这段时间内的位移。所以，若 ( ) ( )dt

a
s t f x x= ∫ ，那么 ( ) ( ) ( )db

a
s b s a f x x− = ∫ ，这正是牛顿莱布尼

茨公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学来源于实践的思想。其实，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学科都依赖于实践，最

最直观的一个学科便是物理学，实验是它最普遍的一个实践方式。所以，当我们在遇到无法理解或者无

法想象的知识时，我们可以将其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思考，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思

路。 
那么假设 ( )f x 在区间 [ ],a b 连续，并且 ( ) ( ) ( )d ,

x

a
H x f t t a x b= ≤ ≤∫ ，接下来证明 ( ) ( )H x f x′ = 。 

我们取一个绝对值足够小的 x∆ ，使得 ( ),x x a b+ ∆ ∈ ，那么， ( ) ( )dx x

a
H x x f t t

+∆
+ ∆ = ∫ 。用其减去 ( )H x ，

则有 

( ) ( ) ( ) ( ) ( )d d d
x x x x x

a a x
H H x x H x f t t f t t f t t

+∆ +∆
∆ = + ∆ − = − =∫ ∫ ∫ 。 

根据积分中值定理，可以得到，存在 ( ),x x xδ ∈ + ∆ 使得 ( )H f xδ∆ = ∆ ，即 ( ) Hf
x

δ ∆
=
∆

。由于 ( )f x 在

[ ],a b 上连续，且 0x∆ → ，所以 xδ → 。因此 ( ) ( )
0

lim
x

f f xδ
∆ →

= ，这就证明了 ( ) ( )H x f x′ = 。 

在这段证明中，运用了微元法、极限和积分中值定理等多种方法，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启发。

当我们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应该要灵活的运用多种知识甚至多学科进行交叉，也许就能巧妙的解决

问题。 
最后，我们假设 ( )F x 为 ( )f x 的任一原函数，那么 ( ) ( )F x H x C− = (C 为一个常数)。令 x a= ，则

( ) ( )F a H a C− = ，通过 ( )H x 的定义知道 ( ) 0H a = ，那么 ( )F a C= 。又 ( ) ( )dx

a
H x f t t= ∫ ，代入可得：

( ) ( ) ( )d
x

a
F x f t t C F a− = =∫ ，即， ( ) ( ) ( ) ( )d d

x x

a a
f t t f x x F x F a= = −∫ ∫ 。 

我们把𝑏𝑏代入，则 ( ) ( ) ( ) ( )d
b b

aa
f x x F b F a F x= −∫  。这便是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巧妙的代换，这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启示，即在生活中也应注意和人相

处的等量代换原则，正如“投我以李桃，报之以琼瑶”，对于周围的人我们应当学会付出。 

4. 在公式思考里融入爱国主义精神 

在《数学分析》的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通过深挖教材，将《数学分析》

和爱国主义教育建立起了联系。在人类探索并改造世界的征途中，数学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

散发着科学理性的光辉，也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素养。纵观古今中国的数学成就，远至先秦商高的勾股定

理，近至陈省身的在微分几何上的成就，中国的数学发展史灿烂而悠长。回看微积分的相关定理却很少

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在微积分的研究里毫无建树。微积分在漫长的数学史中由许

许多多的数学家不断完善，而其中作为基础的极限思想，我国的数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相似的想法。《庄

子·天下篇》有言“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边是极限思想的体现。不仅如此，沈括的“会

圆术”和刘徽的“割圆术”里边也体现了极限和与“以直代曲”的思想，这也正是微积分中定积分定义

和运算的基础。在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引导同学们思考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例如极限和代换思想等。通过这个方式来引入中国数学家在相关方面做出的贡献，就显得顺其自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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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好借助多媒体等辅助工具，运用照片和视频，可以使讲述更生动，也更能实现教育的目的，从而

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 
同时，教师们也可以带领同学们思考：既然，许多中国数学家在微积分方面已经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最后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欧诞生了微积分呢？要知道，一个新的学科或者分支定义的出现还与当时

的社会背景与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一些古代的发明或者发现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例如汉字的出

现反映了人们对于交流的需求，纸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于记录、储存的需求。而微积分诞生的十七世纪，

西欧的大多数国家已经逃离了中世纪的黑暗，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

革命的兴起为数学学科提供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数学又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而因为当时的

中国统治阶级的要求、对数学发展的不重视和与外国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即使我国古代拥有丰富

的微积分启蒙思想，也难以在近代发展出微积分等数学理论。这也能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认识到党

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并萌生“少年强则国强”的觉悟。 

5. 在公式应用中树立未来目标 

随着杭州亚运会的圆满闭幕，中国成功地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力量。开幕式上跃动的数字火炬

手跨过钱塘江，点燃了圣火，现场万人 AR 互动，这些无不向世界展示着如今中国的繁荣富强。而这些

高新科技的背后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微积分的应用。因此，将我国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同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相结合，能使学生深切地体会到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应用的魅力，也能帮助学生们树立

好未来目标。在实际应用中，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可以运用于物理学上功的计算，如：运算宇宙中一个物

体从一定点 A 运动到另一定点 B，地球万有引力所做的功，将其联系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发射的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让学生们意识到从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至如今的神舟十七号，中国一直在航天领域

奋斗探索，希望能有朝一日破解宇宙的奥秘。牛顿莱布尼茨公式还可以运用于飞机翼型面积的测算，将

其同中国自主研发的歼-20 相结合，让学生们体会到正是无数的军事专家为中国的军事力量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才有了如今傲立世界和不惧外敌的底气。 
在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教学中，将公式应用同社会热点相结合，不仅能让学生更直接地领悟到牛顿

莱布尼茨公式的应用意义，更能让学生们树立未来的目标，认识到只有学习好专业知识，才能为社会的

发展做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创造者。 

6. 总结 

本文以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为例，以小见大地简要探讨了《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课堂实施方法和思

路，提出在概念教学中培养思维、在公式推导中引导积极态度、在公式思考里融入爱国主义精神、在公

式应用中树立未来目标这四点主要的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方法，从数学思维、人生态度、爱国主义和未来

目标四个维度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政觉悟。《数学分析》的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能力，更要浸润学生的

心灵，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当然，《数学分析》课程还是要以教授数学知识为主，即对相关知识的定义概念、运算法则、定理

推论等的理解与掌握，思政元素应以如盐入汤、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于课程中，不能喧宾夺主，淡化了

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那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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