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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等数学课程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途径。为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

开创高等教育事业新时代，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环节中，从而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文章以伊犁师范大学为例，分析高等数学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

性，并在知识教育中深入挖掘数学史与数学文化、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实现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

育人目标，为理工科专业实现立德树人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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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In order to ru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trinity” 
of higher education of value shap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mparting. Taking Yili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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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urriculum” in higher mathematics. In knowledge education, we should dig 
deep into the history, culture, thought and spirit of mathematics,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courses” in higher mathematics, and provide refer-
enc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to realiz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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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教育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行动方向，

对实现全方位从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完成高质量培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我校理工

科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以高等数学课程为例，探讨了开展课思政教学的探索，以实现理工科专业

课程思政教育的立德树人目标。 
高等数学公共课程是全国各高校理工、经济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课时最长的基础课之一，

也是每位大学生入校后最先接触的基础课程。因此，如何通过教学将思政元素融入数学课程中是人才培

养和课程教学中主要考虑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伊犁师范大学高等数学课程为例，对如何开展“课

程思政”作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2. 高等数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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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课程思政”

建设在高校广泛展开，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一批典型成果得以涌现。高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

教学与教育部出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基础知识教育

相结合理念相呼应，顺应教学发展潮流，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课程思政”教学为高等数学教学立根铸魂 

近年来，随着科技和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高等数学的创新思维、技巧在诸多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力，

并不断深入到会计学、经融管理及其他学科当中[3]。同时高等数学的严谨性及逻辑性等特点有助于学生

在后续的学习中培育创新精神[4] [5]。除此之外，高等数学揭示的是大自然的普遍现象及规律[6] [7]，其

中蕴含着大量的哲学观念往往具有普遍性，有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

将课程思政元素引入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势在必行。 
数学文化发展千年之久，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关于圆周率计算到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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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华罗庚在解析数论、多复变函数等领域的研究，无不蕴含着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然而，

西方数学发展结果琳琅满目，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高校大学生需理性分析、理智看待，科学对待，

取其精华发展我国数学事业，去其糟粕，从糟粕中吸取教训，加强自身数学文化修养。因此，高等数学

教师要将“课程思政”与基础理论有机结合，让高等数学教育不止体现在知识传授上。 

2.2. “课程思政”教学为我校办学强化同心 

伊犁师范大学(下简称“我校”)位于祖国西北边陲伊宁市，该市享有“塞外江南”美誉。我校秉承“品

正学实”校训，践行爱国、崇德、勤奋、求实的光荣传统，努力建设成为办学特色鲜明，重点学科领先，

教师教育优势突出，服务社会能力强劲，区内先进、国内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因此，有义务

也有责任为地方教育、基层事业培育更多专业人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利在千秋，功在当代。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校建立开展了思想政治通识教育及红

色文化长廊展示，通过嵌入生活、嵌入教学、嵌入文化的方式，把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和“五个认同”教育融入校园意识形态教育阵地当中，让师生随时随地感受“课程思政”教育，

耳濡目染的受到影响。通过“体验式”、“情景式”现场教学模式，带入感强、生动鲜明的方式，构建

有效、管用的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平台，激发我校各民族青年大学生为实现伟大祖国中国梦、为维护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勤学上进、成才报国的信心和决心。 

2.3. “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强化高等数学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将思想教育政治融入到高等数学教育活动的主要实施人，在丰富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同时，

提升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高校普遍存在一些现象，如：教师关注重点为教书，忽略

了高等数学本身的德育意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没有积极的与课程思政元素结合，导致高等数学课程

没有发挥出该有的德育效果。以课程思政为契机，使之成为撬动“课程思政”建设守正创新的关键支点

和重要方式，提升教师育人质量，通过高等数学课堂，引入思政元素，学生与教师一起学习高等数学相

关的德育内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步认识自身的不足，提升自身的育德意识、

育人能力，同时借助思政元素的融入，最终帮助教师提升思想素质，强化师资队伍。 

2.4. “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高高等数学教学的趣味性 

传统高等数学教学由于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在教学过程中缺乏一定趣味性。造成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高等数学教师没有主动探索高等数学教材背后所蕴含的课程思政知识，完全复制教材内容展

开教学活动，但是由于缺乏趣味性，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继而对高等数学

这门课程产生排斥心理，学生一旦失去学习兴趣，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更不可能积极学习高等

数学这门课程。让学生在高等数学教学活动中领悟到知识和理论所蕴含的精髓，是每一位教师所面临的

困扰。因此，高等数学教师将高等数学知识蕴含的思政元素结合，从思政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实际感受出

发，通过系统研究，使思政课程教学充满趣味性，将课堂打造成有料有趣又有效的精品课。 

3.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元素挖掘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在内容上如何设计与如何融入思想政治元素的问题，是当下高等

教育关注的重点话题。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个渠道，并将其有意、有机、有效地融

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发挥思政课与专业课的协同效应，是推进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环节和举措。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681


胡芳芳 等 
 

 

DOI: 10.12677/ae.2022.1211681 4454 教育进展 
 

3.1. 结合生活实例，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 

数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它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在《“十四五”全民医疗保

障规划》中指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国家的大

力扶持下，住院治疗的病人都是享受分段报销，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在讲解分数段函数时，我们可

以引用医疗住院分段报销的实例，从而引出分段函数的概念，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直观形象的抽象出数学

概念，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进一步的加深理解并应用于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知道活

学还不够，还应该在活学的基础上学会活用，用学到的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学习数学的

真正意义。 

3.2. 结合历史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在高等数学课程学习中，极限问题贯穿整个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极限也是高等数学课程当中重

要概念之一，在讲解数列极限时，由于定义极为抽象，从大家熟知的诗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

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引入，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成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脚踏实地，

最终才会成功。再引入《庄子·天下篇》中记载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方世不截”案例和魏晋时期

数学家刘薇的“割圆术”案例，这些都是结合数学史了解极限思想的案例，让学生体会古代取得伟大成

就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所领悟，培养学生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激发学生对华夏民族的认

同感、自豪感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 

3.3. 结合数学定义，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 

多元函数的极值是函数微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函数的极值问题具有严谨性，向学生介绍多元函

数的极值和最值的概念，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学生理解概念之后，引导学生思考一个国家、一个团

队以及一个人的一生，本质上就是在追求极大值，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努力拼搏。同时

也让学生知道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处于极小值时，正确引领学生面对困难，告诫学生不

能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要触底反弹，逆流而上，想尽一切办法走出困境。 

3.4. 结合数学理论，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 

曲率是导数的一个重要应用，曲率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如公路、铁路的弯道设计时，对于

弯曲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一定的速度下，弯曲程度越大，转弯时所产生的离心率就越大，容易出

现翻车、脱轨事故。在讲授曲率时，告诉学生车辆通过弯道速度的设定就是根据曲率，若超出设定的速

度，就会酿成灾害，从而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4.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过程 

课程思政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设计、课件的展现等方式来传达各种思政元素，

同时用好课堂和实践两个主阵地，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代性。依托线上线下高等数学课

程建设“主战场”，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努力将线上线下课程思

政建设成有力度、有温度、有实效的生动课堂。 

4.1. 汇集高等数学资源，有力度的融入思政元素 

通过教研室集体备课，任课教师齐心协力挖掘高等数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自建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资源库，为教研组成员提供精准丰富的教学案例，激发形成“思政 + 课程 + 专业”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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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作为全校理工科范围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教研组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明确线上线下课程思政的

建设目标，在教学过程中，首先确定思政主题，找准切入点，然后把握融入思政元素的最佳时机，采用

灵活多样的融入方式，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2. 利用师生课堂互动，有温度的浸润思政元素 

课堂上的互动是联系师生的最好纽带，也是让课堂高效的最佳手段。教学中找准学生的兴趣点、抓

住学生兴奋点、落实学生的关注点，学生就会有话想说、有话可说，师生间的互动就能更深入。在特殊

时期，线上授课要求学生开启摄像头，加强在线互动的频率，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在课堂中，适时对学

生提问，使学生在线上学习时刻保持集中力，密切关注疫情下学生的思想变化状况，让学生在接受知识

的同时感受到教师给予的温暖，打造有温度思政的课。 

4.3. 巧设课堂教学活动，有实效的实践课程思政 

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为避免课程思政与讲述法的单调结合，积极探索学习活动与课程思

政元素的多元联动，以多种形式设计课堂活动，将教师单方面的知识灌输转变为学生共同参与的活动，

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实现课程思政在教学过程中的灵活变化，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针对性、时效性，引导学生学做结合、知行合一，大大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教学为例，以伊犁师范大学为研究对象，简单介绍如何将课

程思政与高等数学有机结合。认为“课程思政”并不是课程和思政，“课程思政”是一个整体，两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授业”的过程中，不忘“传道”。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贯穿思政元素，还需认真

探讨，这是一场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不断挖掘更多的思政元素，从而更好的将课程思政元素落实到高

等数学教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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