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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安院校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不但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更是高等数学教学的内在要求。实

践证明：发挥高等数学的学科优势，融入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树立世界观；结合数学家故事培

养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以问题为导向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构建公安院校大思政格局，是实现育警

铸魂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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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in public security col-
leg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raining objectives,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n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Utilize the dis-
ciplinary advantage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tegrat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establish a worldview; Combining the stories of mathematicians to cultivate s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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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 spirit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Developing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with prob-
lem-oriented approach;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ramework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police officers and cultivate their 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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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教育者结合课程内容思想场景等实际情况，积极挖掘并应用学科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影响的教育实践[1]，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根据文献，最早在 2011 年，邹宏秋、高原平提出思政实践与专业融合的思想[2] [3]。自 2014 年起，

上海市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逐步形成“课程思政”理念[1]。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明确课程思政的思想[4]，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5]，要求学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的育人作用，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全国高校广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高等数学作为公安院校中网络安全与执法、刑事科学技

术、交通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我院深入实践，分析当前该学科的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深入挖掘探学

科知识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积极探索课程思政途径，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把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

融入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中提高育人质量，取得一定的成效。 

2. 公安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2.1. 课程思政是实现公安院校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的人会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立德树人是检验

高校一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公安院校首要任务是培养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6]。我国人民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

犯罪活动”[7]。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时训词对人民警察队伍提出“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十六字方针”为新时代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因此，

忠诚是铸警之魂。 
立德树人、忠诚育警是公安院校的根本任务[8]。要引导学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熔铸忠诚警魂；引导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在深学笃行中主动

担当作为；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忠诚本色；引导学生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初心使命；引导学生

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 
因此，公安院校结合专业课程，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融合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利于国家的

长治久安，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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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思政有助于高等数学教学 

2.2.1.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在构建“三全育人”的大格局中，思政课程仅仅是公安院校铸魂育警、培养从事公安工作的专门人

才的一个着力点，课程思政是面，点面结合，是解决好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两张皮”问题的有效途

径。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使得二者有了灵魂与活力。如果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结合专业课知识，

可以丰富思政课的内容，使得思政课直观具体，能让学生充分体会到：思想政治是诸多学科专业知识的

总结概括与抽象升华，是科学思想的结晶和思维方式的总结。同时，在专业课教学中潜移默化地融入科

学思维等思政元素，有利于呈现出专业知识的来龙去脉，更容易让专业课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成为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相辅相成。课程思政主要包括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两个方面[5]。专业理论是对

能力培养及价值塑造的载体；课程思政是对专业知识价值方向的把握，是把具体专业知识抽象为具有普

遍适用性的思维方法思政元素，是对专业能力的提升。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图 1.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关系 

 
例如，在定义“ ( )

0
lim
x x

f x A
→

= ”时，用“ ( )0, , f x Aε ε∀ > … − < ”来描述函数 f(x)的值无限接近常 

数 A，其中“ ε ”表示任意小的正数，因为它可以任意小，所以是变量；在用“ 00 x x δ< − ≤ ”(其中 ( )hδ ε= )
描述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时，“ ε ”是常量，是定值。在这个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两个理念：一是运动与静止辩证统一思想，对于取定的 ε ， δ 是定量，对于在变化的 ε ，δ 随它

一起变化。二是永恒发展的认识论观点，事物的运动是永恒的，不能用静止的观点来理解，它是随着认

识的进程而变化的，没有取定时，它是变量，当取定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值——常数。 

2.2.2. 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 
数学与哲学都是研究现实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二者都可以用于任何学科的任何领域，它们仅仅是

所使用的表述语言及方法不同而已。哲学在描述客观世界时所用的是人类自然语言，数学所使用的数学

符号语言；哲学采用辩证逻辑方法，数学采用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哲学呈现出来的是思维美，数学把

思维美抽象为符号美和简洁美。 
数学与哲学同宗同源，二者相互促进。许多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被誉为数学之父的古希腊哲学

家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思想；马克思在阅读了牛顿关于创立微积分的早期著作之后写下了《数

学手稿》，对于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数学很有启法发[9]。恩格斯曾给数学定义“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

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10]，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能用数学来描述，那么它才能说是科学的。”

这些哲学思想都直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在否定“万物皆数”的过程中，产生了无理数；《数学手稿》

分析了微积分创立之初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及问题，并为微积分学提供哲学论证；恩格斯对数学的定义

一直沿用至今，并使得数学的实践作用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备工具，也

成为哲学等社会学科的工具。例如，因果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一直是进行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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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来临之际，在哲学思维的指引下应用数学方法，已经开启对因果关系的精确定量的分析。 
高等数学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效果具有正相关性。为了探索公安院校学生数学知识与思想政治课的

成绩之间的关系，本文对 2021 级开设高等数学的 187 名学生的 2022~2023 学年春季学期的期末成绩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 1：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of scores between advanced mathematics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表 1. 高等数学与思政课成绩的相关性 

思政课 
高等数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 

相关系数 ρ 0.431 0.351 0.395 
显著性 P 值 0.0327 0.0127 0.0376 

 
高等数学与三门思想政治课的成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1、0.381、0.395，P 值均小于 0.05，高等

数学的成绩与思政课成绩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习态度与学习效果之间具有

强正相关性，所以高等数学的学习成绩与思想政治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课程思政具有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潜在功能。 
因此，根据高等数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度挖掘和提炼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积极开展课

程思政，有利于科学合理地拓展高等数学课程的广度、深度及温度，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播、

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从而化解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教学“两张皮”的现象。 

3. 公安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势 

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及公高等数学的课程内容决定了公安院校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具

有独特的优势和有利的条件。 

3.1. 高等数学富含思政元素 

哲学和数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系统学科，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来看，

许多哲学思想都源于数学或者源自对数学的关注和思考。高等数学的发展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

现；极限思想呈现了运动与静止的辩证统一；“n→∞时，(1 + 0.01)n→∞。(1 − 0.01)n→0”有力地说明质

变与量变的辩证关系；“n→∞时，0.99n→0”可以用来解释俗语“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也就是

哲学中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高等数学的发展，是众多数学家探寻未知，追求真理的过程。他们勇攀

高峰的科学精神就是直接现实的课程思政元素。中值定理的探索与发展过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生动诠释。 

3.2.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在需求 

目前，有部分的学生觉得高等数学是枯燥无味的[11]。为了解公安院校学生高等数学学习情况，本文

对公安专业的 187 名学生进行调查，收回的 166 份有效调查表的统计结果如下表 2： 
 

Table 2. Survey statistics on learning interests 
表 2. 学习兴趣调查统计 

调查项目 占比 
1.  喜欢数学 29.3% 

2.  认为数学对个人发展非常要 35.1% 
3.  认为不从事数学工作可以不学或少学数学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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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70.7%的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兴趣一般或不感兴趣。出现大部分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的

直接原因是数学是用抽象的符号语言描述知识，本质原因与数学教材和数学教学有很大的关系。64.9%的

学生认为数学不是非常重要，56.9%的学生认为从事非数学相关工作就尽量不学数学，这是因为他们在学

习中没有看到数学思维与生活密不可分，在生活中也体会到数学理论在生活中的实践价值。 
数学问题源于实践，数学理论产生于实际问题的探索中，数学理论又需要回到实际中进行检验完善，

具体关系如下图 2：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problems and mathematical 
图 2. 实际问题与数学的关系 

 
但是，在数学教学和数学教材中数学知识脱离实践，过分强调数学问题和数学解，从数学到数学，

脱离了数学生存的土壤。这必然会导致学生觉得数学无用和数学枯燥无味。这一现实状况迫切需要对高

等数学教学改革，广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在教材中融入数学的起源、数学符号的产生、数学的发展，

充分体现出数学的实践价值，让数学学以致用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也是推动数学向前不断发展的内

因。否则，如果数学教学仅仅是从数学问题和数学解之间的闭循环，就是数学知识的简单机械运动，没

有实现数学知识的实践价值，必然产生数学无用的认识。 
因此，高等数学的数学知识教学中需要联系生活实际，强化数学的实用价值，让学生真体会到到数

学的实践价值，从而提高学习动力、增强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3.3. 高等数学对学生的影响广泛 

高等数学是公安院校的中网络安全与执法、刑事科学技术、交通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

全、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的基础课，受众面较广，影响面大。每周 4 课时，师生见面的机会较多，另外

还有线上讨论、作业辅导等交流机会。甚至有的专业连续几个学期开设数学课程，具有连续性的影响。

因此，高等数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对学生的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巩固具有广泛的影响。 

3.4. 高等数学在学生中影响深远 

学生进入高校的第一年，高等数学是基础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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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高等数学作为公安院校大一新生的基础课，此时他们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三观”形成的关

键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但也容易受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 
目前，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面临严峻考验。公安院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关系到公安队伍建设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甚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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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安宁。 
因此，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对入校新生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强化警察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

教育，坚定政治立场，在人生转折时期保持头脑清醒，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体系，扣好从警前的第一粒

扣子，对学生影响极其深刻。 

4. 公安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 

4.1. 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树立科学世界观 

高等数学中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但具体思政元素需要教师去发掘。理清数学文化的发展脉络，理

解数学知识的建构层次，才能够发现其中的思政元素，并熟练地将课程思政任务与学科知识融会贯通，

实现润物无声。 

4.1.1. 从数学文化发掘思政元素 
数学发展史是数学知识的博物馆，是众多数学家先辈们的辛勤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数学知识点都是

来之不易的，它饱含着先辈们的无数艰辛，甚至是几代数学人前赴后继的结果，并不是一帆风顺，更不

是现在大家在学习中所看到的那么显而易见。 
微积分概念的产生过程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牛顿是从研究瞬时速度的概念开始创建微积分

学。 
他首先定义平均速度：时间从 t0→t1，这段时间记作： 1 0t t t∆ = − ；在这段时间内，该物体所经过的

路程记作 s， s∆ 与 t∆ 的比值就是物体在该区间的平均速度。然后牛顿认为， t∆ 越小，平均速度就越接近

t0 时刻的瞬时速度， t∆ 越来越小，即将变成 0 但还不是 0 的时候，两个无穷小 s∆ 与 t∆ 的比值就是所要

求的瞬时速度。 

最后，牛顿还给出了瞬时速度的计算方法。例如，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由于 ( ) 21
2

s t gt= ，于是在 

t0 时刻的瞬时速度就是： 

( )2 2
0 0

0

2
0

1 1
2 2

1
2

g t t gtsv
t t

gt t g t

t

+ ∆ −∆
= =
∆ ∆

⋅∆ + ∆
=

∆

                                (1) 

0
1
2

gt g t= + ∆                                             (2) 

0gt=                                                    (3) 

牛顿创立的这种方法，得到了众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肯定，解决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但由于存

在逻辑漏洞，很快就迎来了以贝克莱为代表的哲学家们的攻击。贝克莱认为， t∆ 似鬼魂一般，时而是 0，
时而不是 0。因为只有 t 不是 0，上述的(1)式中才能约分，才有(1)式 = (2)式；同时只有 t∆ 是 0，才能消

去它，上述的(2)式 = (3)式。究竟它是不是 0 呢？于是出现了第二次数学危机[13]。 
直到 19 世纪，在柯西等人的不懈努力下，这次数学危机才得以解决。他们将瞬时速度定义为： 0t∆ →

时平均速度的极限，即 

0
lim
t

s
t∆ →

∆
=

∆
瞬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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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柯西还建立了“ ε δ− ”语言的极限定义，该定义就是现在教材常用的定义方法。直观的来说，

如果某一变量无限接近一个常量，那么该常量就是该变量的极限。柯西的极限思想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

牛顿的幽灵问题，也否定了之诺的“飞矢不动”诡论。 
综上可以看出，微积分学的起源及发展过程至少蕴含了以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一是对立统一关系，常量与变量的对立统一；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等。牛顿在解决瞬时速度问题

时，就通过变量平均速度与运动时间相结合，得到常量——瞬时速度。 
二是内部矛盾是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原来的速度理论不能解决瞬时速度问题，是牛顿创

立瞬时速度理论的内部动力，牛顿瞬时速度理论中是 0 非 0 矛盾的解决，创立的微积分学的基础。毕达

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观点的矛盾，促进了无理数概念的诞生。事物内部的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解

决促进事物的发展。假设世界不存在矛盾，那世界将一片寂静，毫无生机，停滞不前。 
三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都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都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进，在不

断的自我革新中进步的。 
四是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微积分学的起源及发展过程说明，数学和哲学是相辅相承，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其它事物之间也是如此。 

4.1.2. 从高等数学理论升华到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的目的是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让学生掌握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

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等数学的

抽象知识本身不具备引直接导学生三观的功能，但这些知识中所蕴含的方法及原理通过抽象升华，一旦

达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程度，就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目的。 
思想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动力和先导，它驱动人类不断深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价值观是人类前进

的方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思想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望远镜，而数学是显微镜。在人类在旅行途中，

需要望远镜来引导旅行的方向及目的地。得到目标物之后，需要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它、研究它、欣赏

它。 
高等数学中有两个简单极限： ( )lim 1 0.01 n

n→∞
+ = ∞， ( )lim 1 0.01 0n

n→∞
− = 。它们体现出了价值观正确的重 

要性，只要前进的方向是对的，哪怕每天的进步是及其微小的，日积月累，最终肯定能到达到成功的彼

岸；否则，方向不对就会南辕北辙，永远无法实现目标。这就可以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地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这种永不放弃、不断地探索的精神，很多

积压多年的疑难旧案，在公安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在几代公安人的不懈努力下，嫌疑人才得以归案。 
显然， ( )lim 1 0.99 1n

n→∞
− = 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数学式子，如果 0.99 是“每次在河边走不湿脚的概率”，

那么在在河边走 n 次都不湿脚的概率就是 0.99n = 0。于是，在河边走 n 次至少有一次湿脚的概率就是 1 − 
0.99n，那么走无穷多次湿脚(即至少有一次湿脚)的概率就是： ( )lim 1 0.99 1n

n→∞
− = 。 

通过对纯粹的数学式子中的数字赋予实际意义后，就可以分析我国古代谚语“常在河边走，哪有不

湿脚”蕴含的思想，引导学生认识到俗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仅仅是普法宣传的口号，它是具有

科学性的。从而，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这一思政任务就潜移默化于数学教学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4.1.3. 从高等数学的应用拓展到思政元素 
在高等数学的学科知识教学时，与时事热点问题的解决相融合，既可以增加知识的广度，提升知识

温度，又可以拓展到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微分方程是高等数学重点，也是

教学的难点。结合热点问题——新冠肺炎，通过前期传染的历史数据来选择合适的传染病模型(S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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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模型，SIR 模型等)预测发展趋势，比较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总结各种模型的使用条件，合理选择

分析工具是科学研究的提前。通过该微分方程应用案例的分析，学生在进行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接收了以下课程思政元素： 
1) 爱国意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外防输入，内防蔓延，全

体人民集中精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见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及民族自

豪感。 
2)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通过新冠肺炎传染途径的分析，比较不同模型的条件，根据现实情况选择

模型。结合疫情，引导学生理性应对突发事件，尊重科学，理性看待新冠状病毒以及我国当时各项防疫

措施。 
3) 责任担当。在抗击疫情时，在广大公安民警中涌现出大量的感人事迹，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忠于

祖国，奉献社会。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导向，未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知识去战胜危险，用

责任和担当去化解社会危难。 

4.2. 结合数学家故事培养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在探索科学知识过程中的思想及

理念，它是科学活动中的自觉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在科学探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

学精神主要包括：求真、务实、理性、探索等。 
数学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它是数学家们在不断地探索真理和发展真理过程发现的总结，数学的发

展史展现了数学家们的科学精神。早在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刘徽提出割圆术，是定积分的思想。它不

但进一步精确了圆周率，还创立了我国第一步测量学——《海岛算经》，让中国测量学达到了巅峰，其

测量术比欧洲早 1400 年左右[14]。因此，在导入或者总结高等数学的新知识时，引入知识的产生及发展

历程，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就会激发他们的科学精神，激励他们继续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

学高峰，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4.3. 以问题为导向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4.3.1. 多元化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是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大学生的知识问题来源多渠道化，如果仅仅

依靠教材和教师来解决就会很困难，要求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要多元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多元

化提升学生解决问题思维能力，多渠道化的方法能够提供不同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帮助大学生培养解决

问题能力的全面提升。 
1) 创新教学方法。在高数课程中，教师可以尝试创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问题导向学习、小

组讨论等。通过引入实际问题和案例，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帮助他们将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充分利用在线资源。随着科技的发展，远程学习和在线资源(如：慕课、B 站、CSDN 网站等)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的平台。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在线课程和资源，灵活地组织

学习时间和方式。 
3) 社交媒体和协作平台。社交媒体和协作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学生可以通过

腾讯会议、微信群等社交媒体与其他同学和专家进行交流，分享经验和学习资源。协作平台则使得学生

可以在团队中合作解决问题，提高协作和沟通能力。 
4) 教师的指导与辅导。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和辅导，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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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导师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另外，布置课外实践作业并提供解决

问题的渠道，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很有帮助。例如，在讲授几种传染病模型后布置课外实践作业，提供相

慕课网站、传染病数据的搜集信息等。学生完成该作业后至少提升了比较分析、数据分析、数学模型选

择等方面的能力。在解决该问题时能力提升可能是同学的帮助、网络的助力、教师的指导。 
5) 创设开放性实验和实践平台。建立开放性的实验和实践平台，让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实践和创新。

通过实践探索，学生可以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利用数学工具进行验证和分析。这种实践性的学

习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思维。 
6) 挑战性课程和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挑战性作业和各种竞赛活动的机会，如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

模竞赛等。这些活动对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可以激发学生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 
7) 双创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创业

活动需要学生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的全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4.3.2. 问题生活化，强化知识的实践性 
1) 引入实际场景案例。教师可以引入与实际生活和应用相关的案例和场景，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在

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价值。例如，讲解利息计算时可以引入银行存贷款、投资理财等案例，让学生学会应

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金融问题。 
2) 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授课过程中，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分

析问题、制定解决方案、选择适当的数学工具和方法，让学生学会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 布置实践性项目作业。设计实践性项目，让学生将数学知识回归到实际问题中。例如，让学生设

计及优化工作流程、编写程序进行数据分析等。通过实践性作业的探索，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

体的实际问题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多学科综合融合。将高数知识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培养学生在跨学科背景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例如，将高等数学理论与物证鉴定、毒品抽样等公安工作实践结合，让学生能够把数学知识应用到

其它领域中，让学生亲身感受知识的实用性。 
5) 数学分析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用实验平台和数学软件，如绘图软件、随机分布模

拟平台、数据分析工具等，培养学生在实际问题中的数学建模能力。通过使用这些平台和软件，学生可

以更直观地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 

4.4. 问题解决数学化，培养思维的严谨性 

4.4.1. 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学建模 
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让学生学会用数学语言和符号描述问题。教师可以指导学生

分析问题的要素和关系，抽象出数学中的变量、函数、方程等概念，并通过建模来解决问题。 

4.4.2. 强调证明和推理 
在高数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证明及推理能力。学生应该学会运用数学定理和推理方法来解决问

题，并能够清晰地展示出严谨的证明过程。通过解决具体问题的证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严密推理

的能力。 

4.4.3. 鼓励纠错和反思 
在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纠正错误和反思问题解决的过程。教师及时给予学生指导性的反馈，帮助

他们发现问题解决中的不足和错误，引导他们进行自我纠正和改进。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培养学生思

维的严谨性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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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学科教学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公安院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实践

证明，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不但能提高数学知识传授的有效性、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而

且能增强学生的职业信念。 
在实战化教学背景下，课堂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唯一渠道。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创新方法，

主动融入“院局合作”机制、“警务化”管理模式、积极参与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等，构建公安院校立体

化“大思政”格局，以实现育警铸魂目标[6]。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教师是“主力军”，需要不断反思总结，提升教学水

平。课程建设是“主战场”，需要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不断优化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合。课堂

教学是“主渠道”，需要在教学中选择有效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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