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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自身《经济数学》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本文在分析了从数学文化的角度认识《经济数学》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从数学文化视角挖掘《经济数学》课程的思政元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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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he course of economic mathema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urse of economic mathematics,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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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1]，《纲要》要求公共基础课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

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的课程。高职院校的《经济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课程，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提供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肩负着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重担[1]。因此，本文

探索将数学文化融入《经济数学》课程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还能营造一

个活跃课堂。 

2. 从数学文化的角度认识《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经济数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经管类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是一门以经济应用为主线，整合相关的

数学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将传统高等数学知识与经济问题相结合，凸显数学应用功能的基础学科。数

学文化从狭义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从广义上除上述内

涵以外，还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

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等[2]。《经济数学》课程思政改革的目标是在向学生传授数学知识和数学在经济

的应用，同时采用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的思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 
《经济数学》课程、数学文化和《经济数学》课程思政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

相促进，形成了课程知识学习、知识文化形成、思想文化引领的三位一体的《经济数学》数学课程思政

体系。《经济数学》课程是数学文化和《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的载体，学生通过《经济数学》课程的学

习，提升数学文化和领悟《经济数学》课程思政；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问的

相互作用，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价值，从而让学生更有效地把《经济数学》课程应用

到工作与生活中，同时数学文化促进了《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经济数学》课程思政带领

学生从更加宽广、更加深度的视角去学习《经济数学》课程和提升数学文化。 

3. 从数学文化视角挖掘《经济数学》课程的思政元素的途径 

《经济数学》课程思政不是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而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是指《经济数学》课

程将向学生传授《经济数学》的知识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

有双重功能[3]。《经济数学》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教师在《经济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巧妙

的将数学文化作为有效教学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经济数学》课程教学、数学文化与《经济数

学》课程思政同频共振。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数学文化方面促进《经济数学》的课程思政。 
1、通过介绍数学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观 
《经济数学》课程数学史历史悠远，中国数学成就数不胜数。如在讲授微分学中的极限定义中，在

新课导入中，通过讲述战国时期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和魏晋时期刘徽的“割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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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壮阔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学员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增强

学生的文化自信。在讲解导数概念时，通过介绍数学界甚至哲学界长达一个半世纪关于无穷小增量问题

的争论，引发的第二次数学危机[4]。牛顿和莱布尼兹角度上的导数概念是由实际问题的需要而概括出来

的，是个例，不具备严谨性。再讲述 1976 年 8 月 23 日因检察员点错数据的小数点从而引发的坠机事件，

通过身边的不严谨酿成的事故，培养学生严谨的做事。 
2、通过介绍数学家的简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数学是由一代代数学家们经过艰苦奋斗、攻坚克难而发展，通过介绍数学家的简介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和文化自信。如导数应用中的泰勒中值定理经历了泰勒提出、拉格朗日强调重要性、柯西完成证明

和皮亚诺及麦克劳林的参与等多名数学家门的漫长、艰苦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数学家们锲而不舍地

追求卓越与完美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不怕辛苦的专研精神。 
3、在《经济数学》解题中领悟辩证唯物主义 
《经济数学》是一门利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自然科学课程，其发展经历了“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相吻合。在定积分的概念时，可以用“分割、

求近似、求和、取极限”10 个字概括，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如量变与质变、常量与变量、近似

与精确、分割与组合、局部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离散与连续等，理清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而且能培养学生辩证唯物观；在复合函数的链式求导法则时，链式法则好比

“剥洋葱，一层一层剥开它的心”，先分解复合函数，从外函数往内函数求导，最后回代，培养学生通

过对事物现象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有表及里的认识规律，才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最后学会回馈社会。 
4、从《经济数学》数学教育中的人文成分，感悟人生 
《经济数学》课程中蕴涵了许多美学和深厚的人文成分。在函数的奇偶性时，从美学角度让学生体

会数学中三美——对称美、奇异美、黄金分割美中的对称美，培养学生用心去欣赏生活中的各种美丽；

如无穷小量的概念时，通过引入诗人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案例，让学生体

会无穷小量的概念，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从中感受到数学之美；在函数的单调性、极值、最值时，通过

北宋文学家苏轼《题西林壁》引入极值的概念，会给抽象的数学课堂注入一缕诗情画意，引导学生正确

看待人生的起起落落，做到跌入低谷不气馁，甘于平淡不放任，伫立高峰不张扬；在函数拐点时，通过

讲述疫情拐点，培养学生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处事不惊，舍己为人的精神。 
5、在《经济数学》的应用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经济数学》的应用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如在讲授经济函数中复利的数学模型时，让学生简

单计算出利滚利的利息，警惕学生校园贷，节俭为本，理性消费并逐渐形成理财意识；在经济函数中弹

性的问题时，通过普及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让学生了解国家“三农”政策；在分段函数的纳税模型中，

引入范冰冰、郑爽等明星逃税事件，培养学生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在定积分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基

尼系数时，导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20 日中的一则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2012 年到 2015 年，中国居民收

入的基尼系数总体下降的趋势，通过时事政治新闻，激发学生的时事政治的关注度。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把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等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与各

类课程固有的知识、技能传授有机融合，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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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教育教书育人的作用。因此，基于数学文化的《经济数学》课程思政改革，需要教师在教学内

容上，借助数学史、优秀的数学家、数学和经济背景等，结合数学教学活动细节、生活中的数学、数学

过程、数学建模过程等方面，引经据典、循循善诱给学生传播正能量，使学生在学到数学基础知识的同

时，德育与心灵得以升华。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法在学生顶岗实习

评价中的应用”(2020KY50012)和 2020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化育人’视阈下高职

院校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GXGZJG2020B06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1. 

[2] 张楚廷. 数学文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 武翠芳. 数学文化融入《经济数学》教学中的几点尝试[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3, 29(2): 100-101. 

[4] 刘建波, 陈子越. 基于数学文化课程的思政元素案例分析[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3): 112-11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5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基于数学文化的《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Economic Mathematics Based on Mathematical Cultur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从数学文化的角度认识《经济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3. 从数学文化视角挖掘《经济数学》课程的思政元素的途径
	4. 结束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