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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分析是数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基础核心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素养和专业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将课程思政融入该课程，本文从课程思政体系化设计思路、课程思政融入点及实现

方式、课程思政实施过程的反思等方面进行了实践与探索，为高校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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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analysis is the basic core course of mathematic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mathematical ac-
complishmen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curriculum, this paper carries out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atic desig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egration points and implementation me-
thod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refle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urri-
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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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总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政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9 年，在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式教育

相统一，发掘其它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数学分

析这一课程内容广、概念多、理论性强、抽象，这些特点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在该课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形象具体的案例对专业知识有更加透彻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

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思政元素的融入，将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增强民族自豪和责任心。 

2. 课程思政体系化设计思路及模式 

对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山西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的

贯彻落实，《数学分析》课程结合培养方案和毕业要求，认真思考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问题，并且坚持课程思政隐性教育[2]。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在充分考虑课程性质、课堂建设的已有资源、课程思政目标的设定、教学效果反馈等多种教学要素的基

础上，提出了 CRPE 的设计思路，即课堂、教学资源、实施及评价与反馈四维模式。将“点线面体”的

课程思政设计模式应用到该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从而达到思政元素和专业教学有机融合，专业讲授和价

值引领有机统一。 
在相对比较枯燥的数学分析教学课堂中进行课程思政，首先要进行思政元素的凝练，然后将思政元

素有效地、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专业知识点中。为此，提出了点、线、面、体的四维课程思政设计模式，

即凝练“思政教育点”、梳通“思政教育线”、组合“思政教育面”、搭建“思政教育体”(图 1)。 
 

 
Figure 1. New mode of four-dimen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point, line, surface and body 
图 1. 点、线、面、体的四维课程思政设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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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凝练“思政教育点” 
思政教育点的挖掘是课程思政的基础，需要教师或教学团队深入分析教学知识点，从中发现思政元

素，进行讨论，采用挖掘–融入–再挖掘这一动态迭代过程，凝练思政教育点；另外，积极鼓励和要求

学生参与大讨论、大分享，促进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目前，在课程团队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和思政教

学研讨下，搜集并提炼了大量的思政教育点。 
2) 梳通“思政教育线” 
课程思政要有一条主线，基于一条主线，不是为了思政而思政。结合课程目标将数学分析知识中蕴

含的思政教育点疏通为五条主线：一是通过教学内容中蕴含哲学思想与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二是通过讲各种故事，激发专业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三是结合热点

话题进行思政，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四是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如分组讨论、主题活动

等，让学生树立好奉献精神和行业准则意识；五是讲述我国在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使命感。 
3) 组合“思政教育面” 
五条思政主线组合整理为五大思政教育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发展和创新意识、社会责任

感、教师教育职业精神、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 
4) 搭建“思政教育体” 
将融合后的思政教育面结合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在数学分析课程中进行实践，从而构建了“思

政教育体”。这既丰富了课堂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提升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意识和水平，同时也达

到了专业课程思政的目标。 

3. 课程思政融入点及实现方式 

3.1. 利用数学知识蕴含的哲学思想与元素融入思政教育 

数学分析中的概念、定理非常多而且抽象，教师应尽量与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练习，和学生产生

共鸣，从而揭示一定的人生哲理。例如讲解函数连续性的概念时，教师可以举一些整容手术、悟空七十

二变、女大十八变、揠苗助长的故事，从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事物都是连续变化着的，不能急于求

成，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函数凹凸性与拐点蕴含的人生哲理：人生成长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

是光明的，人生的每一个拐点都可视为人生的一个亮点。将有限项的和推广到无限项的和的级数理论揭

示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等。 

3.2. 利用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事融入思政教育 

数学分析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史，教师可先布置一些查阅任务，让学生在任务驱使下了解一些

概念的来源、背景或者发展史，如函数、微积分等的发展史以及李善兰、狄利克雷、黎曼等数学家的故

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例如在讲级数收敛性时，可通过介绍割圆术求圆的面积以及中国古

代的庄子《天下篇》中对一尺之锤的描述引出课题，一方面培养学生一般到抽象的思维过程，另一方面

让学生了解我国数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3.3. 结合热点话题融入课程思政 

热点话题是当代大学时比较感兴趣的，在数学分析的课堂教学中可借助热点话题进行思政教育。如

借助“电信诈骗”的案例强调逆思维的重要性，进而引入导数的逆运算——不定积分。学习定积分的几

何应用时，让学生分组讨论并计算赵州桥拱形面积和弧长；通过介绍建设港珠澳大桥的过程中，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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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保护中华白海豚的故事，体会建设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培养学生学以致用、

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3.4. 结合有效的教学模式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的实施，除了挖掘思政切入点，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直接影响思政教育的效果[3]。在教学

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教学内容采用 PBL、BOPPPS 教学法、问题导向式教学和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对概念性的内容注重问题驱动法和启发式教学，如反常积分概念的引入；对理论内

容，侧重研究性教学法，如实数完备性定理的证明；对应用性内容，着眼于讨论式和参与式，如微积分

在物理与几何中的应用。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利用信息技术将一些思政元素和课程内容可视化，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学习条件极值时，在课堂上带上一罐啤酒，请学生思考易拉罐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较两种设计方案的用料说明市场上常见的易拉罐

设计成这样的原因。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生活中，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并引导学生节约资源，关

注环境保护。 

3.5. 利用中国各领域的伟大成就融入课程思政 

开学第一课可通过介绍数学在航天、医疗、建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让学生感悟任何领域都

离不开数学，明白数学来源于生活；再如讲解导数概念时通过舰载机的起飞引入课题，同时播放我国在

舰载机方面取得的成就，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承担肩负历史的使命。 

4.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实施过程的反思 

由于课程节数限制，不能将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史、数学在各领域的成就等相关内容进行全面的介

绍，另外在某些方面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其次，课程的平台功能需要进一步挖掘，由于是第一次使

用超星泛雅平台，初期对于平台不够熟悉，有些功能还不能发挥，比如平台中的 PBL 功能，因此，需要

进一步熟悉平台，挖掘平台中更有利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功能[4]。从学生角度考虑，学生实践环节欠缺。

由于数学分析课程本身理论性非常强的特点，导致课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实践环节欠缺，虽然存在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实践环节，但还很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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