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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高等数学教学实际出发，依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借助案例引入

教学，针对无穷小的性质、洛必达法则及函数作图进行严谨的讲解、推理、演绎，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

做相关解读，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和基础课育人相结合的教学内涵，努力实现

教书育人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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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barking from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Official Gui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It aims to conduct rigorous explana-
tion and deductive reasoning of infinitesimal, L’Hospital’s Rule, and functional mapping with the 
help of case introduction teaching. From the angle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t gives relevant inter-
pretation, and thorough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courses, which further deepens 
the combinative teaching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f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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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courses, striving to achieve an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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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数学课程中辩证法应用教育势在必行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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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

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2]。因此这个时期高等学校教学的目标应该是持续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内容体系和

教学体系，建设覆盖全面、类型丰富、层层深入、相互促进的课程思政体系。高等数学课程体系具有基

础性、综合性较强的特点，有基础理论，也有应用范例，内容充分蕴含着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主体要

素和客体要素以及物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要学好数学，仅仅学习数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善于

发现各种数学问题、数学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挖掘数学

背后隐含的辩证思想。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数学的发展

进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此外，对立统一、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等辩证思想都在数学中多有体现。近几年

来，课题组致力于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挖掘思政元素，通过严谨的推理演绎，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

解读和分析高等数学中的学科背景、理论知识及基本运算技能，取得一定成果。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着重指出，“要

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在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显性教育。“所谓显性教育，是指教育者充

分利用各种公开手段、公共场所，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开展教育的方法”，“显性教育是通过正常

课堂教育，对学生讲述知识和理论，属于理论性、知识性和认知性的课程教学体系，是有目的、有计划、

系统的各种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3]。迄今为止，数学的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数学家经过艰苦

努力、反复论证得出了经得起考验的数学理论。大学数学课程的学习主要是以课堂教育为主，高校学生

的首要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去接收这些知识，形成一定的数学理论基础，依靠的主要方式就是课堂教学

的显性教育。而在课程思政教育方面，不论是我国流传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提出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梦”等思政元素，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

是显性教育模式。“隐性教育是指在宏观主导下通过隐目的、无计划、间接、内隐的社会活动使受教育

者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的教育过程”[3]。隐性教育的特点是隐蔽性、开放性，它可以在轻松愉悦的环境

中，使学习者自愿、主动的接收教育。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

方式。隐性教育无处不在，渗透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高等数学教学中就隐含着许多的思政元素，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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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学课中的隐性教育。隐性与显性这两种教育方式作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实现隐

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有机融合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基础课教师努力追求的教学目标。 
高等数学作为大学数学的理论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全日制教学中占约 150 学时，属于课时占比优

势课程，每周教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固定且较多。在数学课程中结合实例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一

是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二是可以拓宽思维，学会辩证的处理数学问题乃至

将来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三是还可以充实丰富的想象力、高度的概括力，最终形成完善的思维结构以及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中辩证法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授课教师，

在思政教学过程中一是基于具体的数学基础知识，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特别是学会运用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另一方面，为培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要教会大学生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而找

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角度解决“如何用”的问题。上述两方面相结合，

将会拓展思想政治课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数学课的教学质量，更能深化思政课程和专业育人相结合

的教学内涵，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方法论应用 

学习无穷小的性质，针对“有限个无穷小之和仍为无穷小”[4]进行延伸教学，提出问题“无穷个无

穷小之和是否仍为无穷小”，给出下面的例题。 

示例 1  

( )

2 2 2 2 2

1
1 2 1 2 12lim lim lim

2n n n

n n
n n

n n n n n→∞ →∞ →∞

+
+ + + + + = = = 

 



＋  

和式中的各项 2 2 2

1 2, , , n
n n n

 均为无穷小，但这无穷个无穷小之和为
1
2
，而不是无穷小。授课时，教 

师一方面要提出“如何求解无穷个无穷小之和”的问题，并指出本节的讨论不能完全解决该求和问题，

此问题的研究将在第六章无穷级数中继续进行，这样就为引入无穷级数的概念提前埋下伏笔。在唯物辩

证法中，我们共同认知的道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其他事物与之相

联系。同样，数学的概念与概念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也是有联系的，高等数学课程第一章中的“无穷

小”与第六章中的“无穷级数”是有联系的，在这里提出“如何求解无穷个无穷小之和”的问题将使学

生对第六章级数概念的引入更好接受、易于理解。 

另一方面，教师在强调“无穷个无穷小之和不一定是无穷小”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教育，

解读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的发展意识和大局意识，掌握基本理论，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

律，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明白“工以利器为助”的道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具有重大意义。整体是指事物的内部要素相互联系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及其成长的全过程，“无穷个

无穷小之和”是整体；部分是指组成事物有机统一体的不同方面、要素及发展全过程的某一阶段，每一

个“无穷小”是部分。 

一方面，整体与部分是互相区别的。“无穷个无穷小之和”作为整体居于主导地位，它统率着部分

“无穷小”，具有部分“无穷小”所不具备的功能。而部分“无穷小”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是被

支配的，它服从和服务于整体“无穷个无穷小之和”，有了组成部分的每一个“无穷小”，我们才能得

到整体“无穷个无穷小之和”。 

另一方面，整体与部分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无穷个无穷小之和”是由每个部分“无

穷小”构成的，离开了部分“无穷小”，整体“无穷个无穷小之和”就不复存在。部分“无穷小”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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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无穷个无穷小之和”的功能，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成

其为部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上时

那样，它的灵活性、运动、形状、颜色等都改变了，而且它腐烂起来了，丧失了它的整个存在。只有作

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5]同时，整体的功能状

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部分。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

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具有全新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若部分以

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 
借助于分析“无穷个无穷小之和”教学案例，启发学生应注重大局意识，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

眼光来观察形势与分析问题，善于围绕党和国家的大事来认识与把握大局，自觉地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

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学习。大局意识要求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立足于整体，统筹全局，选择最

佳方案，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从而达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同时，还必须重视部

分——每个学生自身的作用，搞好个人自我完善，用每个个体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推动整体——整个大

学生群体的发展。 

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时，注意既要反对只考虑整体利益、忽视局部利益的做法，又要反

对只重视局部、部分利益而置整体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二者都是犯了把整体和部分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

的错误。 

“无穷个无穷小之和不一定是无穷小” 教学案例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哲理。启迪我们学习是一个不

断积累的过程，人生也是不断的量的点滴积累的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不间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实现由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向更高的奋斗目标迈进。 

习总书记特别关心广大青年学子的成长，他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到“青年时期是培养和训练

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要把学习同思考、观察同思考、实践

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教学中教师应教育学生在学习数学时，不要把眼界只局限在基础知识上，更要

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数学方法，提高数学能力(如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提升数学素养。习总书记

还说“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善于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向，

善于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要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精神，勇于开拓实践，勇于探索

真理。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用。”总书记对学习的精髓领

悟得多么准确！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不要仅仅纠结一道题的解法，一个概念的描述，而要看到解法中蕴

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例如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我们要体会其中“用已知来

认识未知，用有限来认识无限，用近似来认识精确，用量变来认识质变”的辩证思想，并用这种辩证思

想去认识、分析和解决其他问题，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能力和素养的提高要比掌握知识本身更重要。 

3. 事物是永恒发展教学案例剖析 

数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高等数学中的相互转化、对立统一无处不在，所以如何以数学知识为切

入点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成为数学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在讨论使用洛必达法则求解含抽象函数的

未定式极限时，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以及事物是永恒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得到完美的诠释。 

示例 2  设 ( )0f x′′ 存在，求极限
( ) ( ) ( )0 0 0

20

2
lim
h

f x h f x f x h
h→

+ − + −
。 

本例为“
0
0
”未定式求极限，考虑使用洛必达法则，对分子分母分别求导得 

原式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h→

′ ′+ − −
= ，接下来我们判断此极限仍为“

0
0
”未定式，所以会考虑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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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必达法则，从而得原式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

′′ ′′+ + −
= 。但第 2 次使用洛必达法则是错误的，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

′′ ′′+ + −
的计算需要使用 ( )f x′′ 在 0x 处连续的条件，这体现了同一问题中不同解法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存在着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而本例的已知条件为 ( )0f x′′ 存在，该条件不能

保证 ( )0f x h′′ + 、 ( )0f x h′′ − 的存在性，更谈不到 ( )f x′′ 在 0x 处连续，从而在得到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

′′ ′′+ + −
时无法进行相关计算进而得到结果。当问题无法继续解答之时，似乎遇到了解 

答与题目本身之间的矛盾，但这其中又包含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因此，这一辩证思想可以指导学生

对问题做进一步思考，转化思维方法进行解答。 
此题的正确解法是使用 1 次洛必达法则，然后借助于导数定义求解，如下： 

原式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h→

′ ′+ − −
=   (使用洛必达法则) 

( ) ( ) ( ) ( )0 0 0 0

0

1 lim
2 h

f x h f x f x h f x
h→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0 0

1 lim lim
2 h h

f x h f x f x h f x
h h→ →

′ ′ ′ ′ + − − −
= + − 

  (使用导数定义) 

( ) ( ) ( )0 0 0
1
2

f x f x f x′′ ′′ ′′ = + =   

用导数的定义进行第二步的求解，表明了两种解题思路的统一性。此时，授课中可引导学生思考：

示例 2 中如果条件“ ( )0f x′′ 存在”修改为“ ( )f x′′ 在 0x 附近存在”，本题是否可使用 2 次洛必达法则求 
解？答案是“不能”，原因是 ( )00

lim
h

f x h
→

′′ + 、 ( )00
lim
h

f x h
→

′′ + 的极限无法求出。 

接下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修改条件可使本题使用 2 次洛必达法则求解。研究表明如果条件“ ( )0f x′′ 存

在”修改为“ ( )f x′′ 在 0x 处连续”则可以达到此目的，具体求解过程如下： 

原式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h→

′ ′+ − −
=   (第 1 次使用洛必达法则) 

( ) ( )0 0

0
lim

2h

f x h f x h
→

′′ ′′+ + +
=      (第 2 次使用洛必达法则) 

( ) ( )0 00 0

1 lim lim
2 h h

f x h f x h
→ →

 ′′ ′′= + + − 
   (使用条件“ ( )f x′′ 在 0x 处连续”) 

( )0f x′′=  
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下，学生可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辩证思想的重要性，即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不能刻板的看待问题，要探究问题的本质，追根溯源，结合相应的变化，正确看待问题。唯物辩证法认

为，一切事物的生长灭亡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古语说“事在人为”，其中就包含着条件可以改变的思想。

通过本案例讨论可以看出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解题的方法应随之改变，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否认人们可以改变条件，也就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

人们在改变条件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并要依赖一定的条件。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指出了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否认了条件的作用是不科学的。本例中，条件改变则解题方法随

之改变，条件与方法构成了一对矛盾。如果将三种情况下的条件与其对应的解题方法对比，我们会发现

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但如果将三种情况下的讨论统一在一起，又会发现在条件的发展过程中解题方法最

终达成了一致性。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学习，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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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造条件，善于发现深藏于题目内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掌握各种各样的数学问题的解题方法。 

4. 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渗透到数学教学 

高等数学中的函数作图是该课程及后续专业课程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该内容的教学安排需要对高

中所学的函数的性质(奇偶性、周期性)进行复习，进一步用导数思想研究函数的单调性、曲线的凹凸性，

讨论曲线的渐近线，再结合函数、极限、连续的相关理论，形成函数作图的系统理论和方法。 
在函数作图中，“极值”和“最值”是两个重要概念。一方面，“极值”是局部概念，“最值”是

整体概念，我们可以继续用“整体与局部”的哲学观点去分析讨论；另一方面，用函数的极值，也就是

曲线的最高点、最低点来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

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站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

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

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

心。” 

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事物的发展

趋势总是前进上升的，但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是迂回曲折的。同时，在事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新旧事

物相斗争的过程中，前进和后退时有出现、曲折的发展和停滞是常态。不过，暂时的后退和曲折不会改

变事物发展前进的总趋势，新生事物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也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作为高等数学教师，在讲授函数作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图形联系人生，告诫学生：人生就像连绵

不断的曲线，起起落落是必经之路，是成长的需要，跌入低谷不气馁，甘于平淡不放任，伫立高峰不张

扬。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一直努力，

不因暂时的挫折而动摇，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念，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5. 结语 

高等数学课程中辩证法教育贯彻整个课程的始终，比如在讨论极值的定义时，通过解释极值是局部

概念，而最值是整体概念，启发学生从中感悟人生哲理：人们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片面性；只有认识到事物的全貌，超越传统的固定思维，跳

出框架，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 
“无穷个无穷小之和未必是无穷小”、“极值与最值”都是讨论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点滴积累到

厚积薄发是每一个成功之人的必经之路。古往今来，每一位有所成就者，都是通过点滴积累，脚踏实地，

进而厚积薄发。青年成才要经过辛勤努力，脚踏实地以增长本领，唯有增长才智，提高本领，才能实现

梦想，实现自我价值，不负对自我的使命，才能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负民族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着大学生的学习和身体健康，作为当代学之骄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

好知识，打好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总书记特别指出：“学生要好好

干，好好学，好好干就是好好学！”多么朴实的话语，又是多么语重心长，作为大学生，做好主业——

好好学习，特别是打好基础，学习好高等数学这样的基础课程尤为重要。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理工类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自

然科学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在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思维，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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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伟大情怀”[3]。 
2018 年 5 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

培养的辩证法”。高等数学的教学应运用唯物辩证法去领悟和解读其理论、方法及基本运算技能，“挖

掘课程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思想方法论、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6]，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长知识能力、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

素质，保持课程思政目标的正确性，这些都是高等数学课程的一贯宗旨，也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高

校教师也要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大先生”，做好课程思政这件大事、天大的事、伟大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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