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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学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等数学教学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具有基

础性、先导性地位。 结合高等数学教学实践,阐述了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方法:正

确认识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让思政教育“如盐入味” ;教师以身作则。 对高等数学课程

思政建设进行探讨:将我国古代数学成就、当代建设成就、日常生活知识、辩证法思想、文学艺

术知识、数学人物和数学史、励志教育渗透、融合到课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人文精神和美

好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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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工作的时代课题

和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对“课程思政”做了科学概括和集中阐述,指出“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其他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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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必须把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

一体。 “课程思政”是把培养什么样的人融入专业

课程,突出育人价值,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结合,知识

传授和思想引领相结合,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既有专业素养,又有家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美好道德情操、深厚人文底蕴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文献[ 1 - 7] 研究了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

设的意义、方法、途径等,本文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结

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给出实施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

建议。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典型的自然科学课程,所体

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实现思政教育的

重要载体。 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经、管、文、法各专

业的通识教育必修课,是学时最长、涉及师生最多的

课程,是专业学习后继课程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工具和语言,也是学生考取研究生的必考科目,其重

要性可见一斑。 高等数学的主要内容———微积分是

人类文明的高度结晶和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近现代

文明史充分证明,微积分的产生对科学技术与生产

力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高等数学课时紧、内容多、知识难,部分学生学习兴

趣不高,课程不及格率相对其他科目较高。 教学中

在讲好理论知识的前提下,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因势

利导,深入挖掘数学课程所蕴含的德育元素,从传统

的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教学转变为站在立德树人的高

度,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内容应该坚持以知识

传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不能仅是

思政元素和数学知识的掺杂,而应该包括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数学家历史故事、文学艺术知识、哲学

知识、中国和世界传统文化、社会热点问题等内容,
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开拓创新、坚持真理、一丝不苟

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职
业素养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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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高校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者、实施

者、落实者,是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于教育教学

全过程的决定因素。 要增强数学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的积极性和认同感,让教师深刻认识到教育教学工

作要做到既教书又育人,而且育人往往比教书还要

重要,树立课程思政育人理念。 创新教学方法,深入

挖掘并加工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提升教师

的课程思政能力。 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引导

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四有好老

师”和“四个引路人”,明确教师的工作态度和言谈举

止本身就是课程思政。

(一)让数学教师正确认识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要让教师充分认识到,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传
授数学知识、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数学技能固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通过数学思想方法的学

习正确做人、做事、做学问。 要坚决消除数学教师

“思政教育与我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错误思

想。 思想品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塑造不仅

是高校领导、辅导员、班主任、思政课教师的责任,更
是全体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引导教师(特别是

上了年龄的教师) 努力学习新知识,研究社会新热

点,巧妙地把社会热点问题融入高等数学教学中。
通过教师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加强教师对“课程思

政”在培养、教育学生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对社

会热点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研讨将热点问题融入高

等数学教学的方法、途径及切入点。 定期组织教师

开展社会实践、参观学习、志愿服务等活动,及时接

触、了解社会,深入生活,为实施“课程思政” 积累

素材。

(二)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如盐入味”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不能简单像思

政课那样单刀直入、长篇大论,而是要找到思政元素

和数学知识的契合点,自然而然而不是牵强附会。
要深入挖掘高等数学的思政元素,不断提高教师的

思政元素挖掘能力。 高等数学思政元素一般不会直

接显露在课程内容中,而是需要教师深入挖掘和加

工。 数学教师要结合数学的严密逻辑性和广泛应用

性的学科特点,循循善诱,巧妙地将思政元素和数学

的特点结合起来。 通过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的传

授,对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谨性进行塑造,培养学

生坚持真理、明辨是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

精神。 坚持数学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主,融入德育

元素,不喧宾夺主。 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应该

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让盐融入到各种

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要让价值塑造的营养成分在

高等数学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中如盐入味,固化在教

学大纲中,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三)授课教师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

　 　 高等数学学时长、内容多,高数任课教师是陪伴

学生时间最长的教师,做事风格和工作态度对学生

有着很大的影响。 高数老师要从自己的课前备课、
课堂授课、课后答疑、作业批改、考试阅卷等各个环

节为学生做出表率。 课前要认真备课,即使讲过多

遍、再熟悉的知识也要课前认真备课,做好教学设

计,下一年的教学设计就要比上一年有改进。 课堂

授课时要提前走进教室,做好上课前的准备,让学生

感受到教师对待工作的认真。 正式上课时做到声音

洪亮、吐字清晰、板书工整、教态端正,以饱满的工作

态度,引导上课迟到、早退、睡觉、玩手机的学生回

到持积极学习态度的正轨上来。 课后通过 QQ、微
信随时答疑和定期见面答疑等方式,对学生存在的

疑问进行及时解答。 作业批改做到保质、保量,份
份有批改,题题有标注。 对学习态度消极、听讲状态

欠佳、作业问题较大的学生及时找来交流、谈心,询问

问题所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做好学

业指导。

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探索

　 　 高等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课程,学生可能会

陷入不易理解、不易学习或者遇到某个不好理解或

掌握的知识点后遇到困难就对后面的知识有抵触情

绪不想再学导致越落越多的状态。 深入挖掘高等数

学课程中的德育元素,知识传授、价值引领与能力培

养相结合,将我国古代数学成就、当代建设成就、日
常生活知识、哲学知识、文学艺术知识、数学人物和

数学史等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人文精神与道德情操的熏陶,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

效果。 通过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勤奋精

神,治学态度,合作理念,创新意识等各方面进行教

育引导,修炼学生品格,促进学生道德素质的健康

发展。

(一)将我国古代数学成就融入课堂,激发学生爱国

情怀和学习兴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文明的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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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一,也是数学的故乡之一,中华民族的数学成就

对世界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战

国时代,中国就有了极限思想,哲学家庄周所著《庄

子·天下篇》 中提到“一尺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 三国时的刘徽在《九章算术》 里提到“割之弥

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

而无所失矣。”是对极限思想的深刻论述。 中国这两

个富有极限思想的例子,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用

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了解

祖先的智慧,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增强民

族自信心,传承祖先文化和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

精神。 讲授莱布尼茨公式时,告诉学生莱布尼茨和

康熙皇帝有过书信往来,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

范,莱布尼茨曾送给康熙皇帝一个计算器模型,并申

请加入中国国籍。 由此作为切入点,告诉学生一直

沿用至今的“元”、“次”、“根”、“解”等方程术语的汉

译都是出自康熙的首创,且经常与群臣论算数,亲自

给皇子、皇孙讲授几何学,主持编纂了有“初等数学

百科全书”之誉的《数理精蕴》。 将学生在影视剧中

经常见到的康熙皇帝引入高等数学课堂,告诉学生

康熙皇帝在数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激发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

(二)将我国当代建设成就渗透到课堂,增强学生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我国当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成就飞速发展,
以数学为主要代表的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将重大建设成就融入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讲
授出相应的科技背景和数学知识、数学方法在其中

的应用,使古老的微积分知识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焕发新的生机。 讲授微分方程时,引入我国自主研

制的高铁运行的路程与速度问题,用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巨大成就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讲授空间曲面

时,引入广州塔“小蛮腰”,这图形是单叶双曲面,让
学生体会大国工匠精神,树立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

思想,增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在高等数学教

学中融入社会热点问题,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让学生

摒弃数学“学而无趣、学而无用”的思想,深刻了解数

学知识的应用,引导学生了解数学与社会发展之间

的密切关系以及数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

让学生树立勇于探索、敢于攻关的科学精神,成为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献身四化建设的有志

青年。

(三)将日常生活知识融入课堂,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的意识

　 　 高等数学的概念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它
的符号、定理、公式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以日常

生活知识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掌握高等数学知识点,
让学生树立“生活处处有数学,数学时时进生活”的

观念,提高学生将高等数学与现实生活结合的综合

素质。 教学中介绍高等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引导学生注意观察、分析生活,用高等数学方法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以人口增长模型来引出可分离

变量的方程,让学生对学习并求解常微分方程增加

了浓厚的兴趣。 用出租车计价方式和个人所得税案

例引出分段函数,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日常生活,并抽

象出数学问题。 讲授二重积分时,将日常生活的常

识———城市的人口密度函数应该是随着距离市中心

越远越小,给出一种人口密度函数,通过计算二重积

分求出城市的人口总数。 通过这个例子,找到了看

似抽象的二重积分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提高

了学生应对复杂知识的兴趣。

(四)辩证法思想融入微积分教学,培养学生的辩证

思维和哲学精神

　 　 高等数学是哲学在数学上的一个应用。 微积分

研究的是微分与积分的矛盾,讲授微积分基本定理

时揭示微分与积分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 讲授级

数理论从有限项的和到无限项的和的性质变化时,
让学生体会到人类认识世界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
揭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引入

二重积分的定义是求曲顶柱体的体积,先将曲顶柱

体进行分割,分成许多细曲顶柱体,用细平顶柱体的

体积近似代替细曲顶柱体体积,再把细平顶柱体的

体积相加,这一过程是量的积累过程,当量的积累达

到一定程度时,所有细平顶柱体体积之和就发生了

质的改变,和的极限就变成了曲顶柱体的体积,这也

是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思想。 讲授积分时,向学

生强调积分的定义过程“大化小、常代变、近似和、取
极限”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大化小、常代变”是

化整为零,对整体的否定,“近似和、取极限”是积零

为整,对微分的否定,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即否定之

否定以后,得到了积分的定义。 同样导数也是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先求增量比,再用增量比迫近导数,
使之转化为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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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文学艺术知识———诗词为德育元素融入课程

思政,弘扬传统文化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瑰宝。 将诗词与

数学内容有机结合,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人文精神。 高等数学第一次课,学生刚刚

步入大学校门,刚经历了高中三年的奋斗和高考的

洗礼,有上了大学就要放松一下的思想。 这种情况

下,引用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

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告诉

学生来到大学不要放松、懈怠,要继续拼搏奋斗,还
有更多的知识大山要去攀爬,一山放过一山拦。 泰

勒公式是一元函数微分学的顶峰,与罗尔定理、拉
格朗日定理、柯西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有关的问

题都可以用泰勒公式来解决。 讲授泰勒公式时,引
用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来表达

泰勒公式在一元函数微分学中的重要性,用泰勒公

式来解决问题居高临下,就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感觉。 讲授平面点集的孤立点时,引用

韦应物的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亦诗亦画地直观

描述了孤立点的概念,给学生以画面感强的深刻

印象。

(六)将数学人物和数学史知识融入课堂,培养学生

的人文精神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数学的发展历

史和故事,让学生懂得知识体系建立的来龙去脉。 讲

授极限的定义时,告诉学生微积分的建立顺序是先有

积分、再有微分、最后才有严格的极限定义,严格的极

限定义是魏尔斯特拉斯在牛顿、莱布尼茨之后的 19 世

纪给出来的。 一些重要和经典的知识体系当初被人

们认识、承认并且被完整地传承下来并不是很容易的

事情。 比如,讲授实数理论时向学生介绍,发现无理

数的第一人希帕索斯在对正方形对角线长度的研究

中,推翻了老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只存在整数和分

数的理论,动摇了这个学派的基础,后被迫害致死。
通过这个数学史故事,告诉学生要学会质疑信以为真

的“知识”,没有质疑科学就没有发展,即使面对压力

也要坚持真理。 讲授微积分的两个重要内容———导

数和定积分时,告诉学生牛顿研究物理问题———变速

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莱布尼茨研究几何问题———曲

线的切线斜率时发现了导数,牛顿研究物理问题———
变力沿直线作功,莱布尼茨研究几何问题———曲边梯

形的面积时发现了定积分。 学生知道了数学概念的

历史背景,就会对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并
且人文精神方面也得到了培养。

(七)结合授课内容,把励志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

　 　 学习高等数学课程时,学生刚步入大学,面对比

高中课程相对略难的大学课程,难免有些不适应。
讲授函数的极值、最值、单调性、凹凸性时,告诉学生

求学历程乃至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

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有平川也

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喜悦

也有哀伤。 在顺境中清醒警惕,谨慎从事,不忘乎所

以,在逆境中勇敢坚强,不失斗志,培养学生逻辑推

理能力、克服困难和抗拒挫折的意志。 数学有悠久

的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大批数学家,
这些数学家大多有着非常励志的人生经历。 课堂中

将一些数学家的励志故事、辉煌经历以及取得的辉

煌成就告诉学生,鼓励学生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向着

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讲授黎曼积分时,告诉学生黎

曼对数学的伟大贡献,他的工作直接影响了 19 世纪

后半叶的数学发展,在黎曼思想的影响下,数学许多

分支都有了新的发展。

三、结语

　 　 总之,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思路是寓道于教,寓
德于教,寓教于乐。 在教学设计上,要注意知识积累

和融汇创新,深入挖掘高等数学中的思政元素,让思

政元素进大纲、进课堂、进试卷、进学生头脑,要恰到

好处地找到德育元素和教学内容的契合点,不能为

了德育而德育,为了思政而思政,生搬硬套,牵强附

会。 改变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树立新

颖的教学思维,让融化在数学中的德育元素成为学

生求学、做人、做事的动力源泉。 作为一名高校教

师,要坚持教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知识传授、价值

引领、能力培养相结合,通过课程思政在课堂上传播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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