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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筹学蕴含着大量内生很多理论理念。本文以运筹学中函数的连续性这一重要知识点为载体，探讨了函

数连续性这一知识点中蕴含的内生思想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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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tor research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theory idea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important knowledge point function in optimization, and roughly explores the endogenous ideo-
logical and theory value in knowled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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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客观世界的许多现象和事物不仅仅是运动变化的，而且其运动变化的过程往往是连续的，比如环境

温度、日月星空、江河湖海、岁月流逝、植物生长、物种变化等，这些连续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在量的

方面反映就是函数的连续性，本文在讲解连续函数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连续的内在本质和逻

辑成因，释放函数连续性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德育基因，通过滴灌、漫灌渗透到知识体系中去。该探究

为深入推进运筹学德育的实践进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阐释[1] [2] [3]。 

2. 教学实践———以函数的连续性为例 

2.1. 函数连续性知识点及其数学思想解读 

2.1.1. 函数连续性历史脉络 
19 世纪以前，数学家们对连续变量的理解和研究仍停留在几何和具象直观的视角。19 世纪中叶，以

柯西和维尔斯特拉斯为代表的数学家建立起了严格的极限理论之后，才对连续函数做出了严格的数学表

述。因此可以说目前教材中有关函数连续性的描述产生过程也是数学家们连续不断探索的结果。 

2.1.2. 函数连续性知识点 
a) 增量的概念 
设变量 u 从它的一个初值 1u 变到终值 2u ，则称终值 2u 与初值 1u 的差 2 1u u− 为变量 u 的增量(改变量)，

记作 u∆ ，即 

2 1u u u∆ = −  

b) 函数 ( )y f x= 的增量 
设函数 ( )y f x= 在点 0x 的某一领域内有有定义，当自变量 x 在 0x 处取得增量 x∆ 时，相应地，函数

( )y f x= 从 ( )0f x 变到 ( )0f x x+ ∆ ，则称 

( ) ( )0 0y f x x f x∆ = + ∆ −  

为函数 ( )y f x= 对应的增量(图 1，图 2 所示)。 
 

 
Figure 1. When the incr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va-
riable is greater than zero 
图 1. 自变量的增量大于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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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hen the incr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less than zero 
图 2. 自变量的增量小于零时 

 
c) 连续函数的概念 
连续的定义 1 设函数 ( )y f x= 在点 0x 的某一领域内有定义。如果当自变量在点 0x 的增量 x∆ 趋于零

是，函数 ( )y f x= 对应的增量 y∆ 也趋于零，即 

0
lim 0
x

y
∆ →

∆ = 或 ( ) ( )00
lim 0
x

f x x f x
∆ →

 + ∆ − =   

则称函数 ( )f x 在点 0x 处连续， 0x 成为 ( )f x 的连续点。 
连续的定义 2 设函数 ( )y f x= 在点 0x 的某一领域内有定义。如果函数 ( )f x 当 0x → 时的极限存在，

且等于函数 ( )f x 在点 0x 处的函数值 ( )0f x ，即 

( ) ( )
0

0lim
x x

f x f x
→

=  

则称函数函数 ( )f x 在点 0x 处连续。 
从定义 1 不难看出， x∆ ， y∆ 都是 0x∆ → 时的无穷小量，或者可以说是定义是从无穷小量的角度出

发给出了函数数 ( )f x 在点 0x 处连续的概念。反观定义 2，从函数在该点的极限和函数值的角度给出了一

个较为简单的定义。尽管定义 2 是从定义 1 的基础上推导而来，但它给出了一个求极限的一类方法，即

如果函数在某点是连续的，则自变量趋近该点的极限值等于该点的函数值。从定义 1 到定义 2 实际上就

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特别是转化的思想去认识，去解决的(从极限值到函数值)。 
而后，从左右极限出发分别定义了左右连续的概念，并给出了函数在某点连续的充分必要条件。左、

右连续的引入按照函数点连续的定义，若函数在一点连续，那么必须存在一个此点的邻域，使函数在这

个邻域有定义。我们又说函数在所定义的区间上每一点连续，那么什么区间才能使区间内每一点，都有

一小邻域，使这个小邻域落在函数定义域之内呢？只有开区间具有这种性质，因为闭区间的两个端点不

存在一个包含端点的小邻域，使它落在闭区间上。如此按照连续函数的一般定义，函数的连续性对闭区

间就关闭了大门。这就需要引入左、右连续的概念。当然，对于连续性就没有左、右连续并相等这一说。

因此，左(右)极限值等于函数在该点的函数值才是左(右)连续。 
函数在点连续的特点是：当自变量在点的附近变化很小时，函数值的变化也很小。从上面的定义可

以看出，函数在点连续的充要条件是： 
① 函数 ( )f x 在 0x 点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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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 0x x→ 时，左、右极限 ( )
0

lim
x x

f x
+→

和 ( )
0

lim
x x

f x
−→

存在且相等 

③ 左、右极限等于 ( )f x 在 0x 点的函数值。 

若以上三个条件至少有一个不成立，则称在 0x 点间断。 
事物发展有渐变和突变，函数值也如此，即除有连续变化外，还有间断情形。因此对应连续点出现

间断点。研究间断点的重要性，在一定的场合下并不亚于对连续性的研究。对间断点的研究是对间断点

进行分类，并寻找不同类中间断点的特性。间断点就是破坏连续性的点，即不连续点。对于非边界的连

续点来说，要求满足条件“左、右极限存在，并且极限值等于在该点的函数值”。如果破坏这些条件的

任意一条，那么该点就是间断点。因为连续函数有比较“良好”的特性，所以间断点是按它与连续的“接

近程度”来分类的。如此，间断点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间断点就是左、右极限都存在的间断点；第

二类间断点，就是左极限或右极限至少有一个不存在的间断点。 

3. 连续思想的内涵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点石成金的手指要比金山重要”。对数学的学习要注重

于方法，方可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数学思想方法是是数学思维的工具，是形成数学能力的必要条件。

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领悟和应用，必须通过教师的提炼、总结、点拨和培养才能形成。教师要充分利

用这些材料，引导学生领悟、明晰数学思想方法，帮助学生学会“数学思考”，否则，就会失去数学思

想方法训练的宝贵机会。 
客观世界的许多现象和事物不仅是运动变化的，而且其运动变化的过程往往是连绵不断的，这些连

绵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在量的方面的反映就是连续函数，连续函数就是刻画变量连续变化的数学模型。

几何上，连续的直观含义就是连绵不断的，所以一个函数在上是一个“连续函数”的直观意义就是它的

图象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曲线。从运动和变化观点来说，就是当逐渐改变时，函数的相应变动也是逐渐的，

不会有任何突增或突减的跳跃式振荡。从数量上来说，逐渐的改变也就是逐步作微小的改变，所以当我

们把函数的连续性局部化到的邻域来看时，在点连续的直观意义就是当在点的邻域内作微小变动时，相

应函数值也在的自身的邻域内作微小变动。 

3.1. 普遍联系的思想 

数学证明中的分析法，就是从未知出发，寻求已知与未知的联系，最后化未知为已知的一种科学方

法。众所周知，一个数学定理证明的最后书写形式，通常是一步一步“因为”、“所以”地从已知推到

未知，由前提演绛出结论。但是，这个推导步骤的形成，一般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有时已知

的公式或定理浩如烟海，难以断定应从哪个已知条件出发，于是人们就常常把已知到未知的顺序颠倒过

来，即从未知出发，通过联系的途径，揉索由已知通向未知的道路，从而形成所谓“执果索因”的分析

法。正是连续的思想给我们了“执果索因”的力量。 

3.2. 对立统一的思想 

连续和间断是高等数学中通过极限方法分析的一个重要的数学内容，同时是一个古老而又极其重要

的哲学范畴。人类对连续和间断问题的探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贯穿在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

程之中。所谓连续，是指物质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毗邻性和持续性。所谓间断，是指物

质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性和跳跃性。事物和过程的连续和间断是对立的统一。它们

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彼此都不能单独存在。连续离不开间断，间断也离不开连续；连续中有间断，间

断中也有连续，彼此都包含于对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过程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是连续和间断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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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随着现代数学的深入发展，对数量关系的连续和间断的辩证统一的认识更加深刻。比如：可数的

线性有理数集，其自身是不连续的，但在极限处理条件下，它可以转化为连续的。有的连续量可通过离

散值来确定，而认识离散数量的性质，也可以用连续量研究。函数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是一个重要的知识

点。但它的定义较抽象，学生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记住。在介绍函数的连续性的时候，教师往往需要

举出一些离散的间断值的变化趋势来说明函数的连续性。在分析函数的间断性的时候，如果单纯从高职

高等数学内容的难度考虑，函数的间断点往往是有限个，除此之外其他点全是连续点。这种情况反映出

函数是由连续点和间断点共同构成的，二者是对立的两种状态，但彼此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容。数

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而现实世界又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整体，所以，作为现

实世界一个侧面反映的数学，也必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Figure 3.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s “ligature” and “continue” 
图 3. “连”字和“续”字的甲骨文 

4. 函数连续课程思政点 

连续和间断不但是数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从数学的角度看，函数一般是连续

和间断的统一体，从哲学的视角看，世界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表现状态都

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从自然、社会等角度探究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的普遍性及其与哲学基

本原理的关系对于提升莘莘学子的学习之后的获得价值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起到立德树人的

效果。 

4.1. 说文解字谈“连”“续” 

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 5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这说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皆非凭空出现，一定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要理解函数的连续性，可以

先从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典型代表“汉字”的文化基因开始(图 3)。注重汉字研究，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制度的前提。然而，在数学课程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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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并不容易，但如果能够结合数学概念渗透一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起直观

的输入要自然一些，细腻一些。而且现在很多国人连古籍经典中的汉字都不认得、不理解，又如何深入

经典，理解其中深邃的义理呢？ 
continuity [,kɔnti'nju:iti] = 词根词缀：continue 连续 + -ity，而 continue = con- 共同 + -tin- 握，持有 

+ ue. 连续性；to be uninterrupted；连续性就不是静态的，那是一种动态性的变化过程。这种动态的发展

过程，是由量变积累引起部分的质变，在新的基础上再由新的量变积累引起新的部分质变的过程。实际

上，纵览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描述，都突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

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4.2. 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至上性,其核心是全球生态整体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纵观历史和横贯东西，越是想去的长足的发展，

也就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就越需要连续思维和战略思维。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抉

择，实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 

4.3. 发展规划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指出，要全力做好“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要乘势而上、奋力前行，推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毋容置疑，展望未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论是十三五规划还是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远景目标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的一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段历史场景，社会主义道路是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实现

好、发展好就需要每一个历史的节点实现前一个规划和后一个规划的有效、有机、无裂痕和衔接。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提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逐步缩小

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直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

段迈进的要求。”我们应认真领会、充分把握这一新论断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后，既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而努力奋斗。 

4.4. 五千年未曾间断的中华文明是函数连续性的体现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

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

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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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古至今除了我们中华文明之外，全球其实还诞生过不少的文明，比如说印度

文明、埃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明也基本上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

中，很多文明的成果，甚至是一个种族，更是早都灭绝了。笔者尽管不是文字研究学者，但从古文发表

的文献和出版的论著中，可以看出“汉字”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它代表了民

族的文化基因和堂堂做人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精神支柱。究其因是因为汉字的变

化和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再比如我们要实现探月计划，从最开始的规划到最近“嫦娥五号”带回月

壤，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持续的发力过程，其中体现的航天精神更是体现了民族的伟大梦想和伟大实

践的有机结合(图 4)。 
 

 
Figure 4. Dialectical relations in the continuum 
图 4. 连续中的辩证关系 

5. 小结 

本文以函数的连续概念为例，介绍如何将函数连续知识点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想结合，与中华

文明的源远流长、国家的规划、党的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相结合。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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