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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课程思政背景，以高等数学课程中的实数、连续、极限和微积分相关知识点为例，结合课堂教学中

的改革尝试，进一步探讨数学史融入方法和途径，从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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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taking the knowledge points re-
lated to real number, continuity, limit and calculu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as examples, 
combined with the reform attempt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
thods and ways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erme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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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th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and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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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是一门历史性或者说累积性很强的科学，重大的数学理论总是在继承和发展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不会推翻原有的理论而且总是包容原先的理论，正如数学史家亨克尔认为的“在大

多数的学科里，一代人的建筑为下一代人所拆毁，一个人的创造被另一个人所破坏，唯独数学，每一代

人都在古老的大厦上添加一层楼。”虽有些绝对，然而却形象地说明了数学这幢大厦的累积特征。因此，

在我们为这幢大厦添砖加瓦时，有必要先来了解它的历史[1]。 
课程思政是党中央、教育部高度重视并积极引领的一项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举措[2]。在大力推进课

程思政的背景下，作为大学期间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高等数学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担和责任，

挖掘思政元素是开展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基础和重点工作。从数学史的角度出发，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能够为高等数学教师更好地将思政元素与高等数学教学充分地融合起来提供思路和条件。 
数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的艰难曲折，甚至面临几次的危机，因此数学史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学成就的

历史编年，它是数学家们克服困难和战胜危机的斗争记录。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介绍，可以帮助

学生了解数学创造的真实过程，让学生在前人的探索与奋斗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 

2. 基于数学史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融入探析 

下面就以高等数学课程中实数、连续、极限和微积分等部分知识点为例，结合课堂教学中的改革尝

试，展开说明如何引入数学史，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一) 实数 
数的产生对数学学科来讲，是从未知到有一定意识的过程，今天的我们在讲实数这一章节的内容前，

应该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数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数学学科诞生的萌芽，没有数就没有这门学科一切的理论。

通过介绍数产生的过程，让学生体会“数觉”到抽象的“数”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如何缓慢、渐进的过程。

在这里，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献《周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之说，

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记数之法。从古代著作《世本》中提到的黄帝使“隶首作算数”的传说到春秋战国

时代出现严格的十进位值制筹算记数，再到战国竹简文书《算表》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店，

体现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要让学生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发现产生自豪感。《九章

算术》中引进负数，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而《九章算术》之后，刘徽对负数作了

很自然的解释：“两算得失相反，要全正负以名之”。在解决开方的过程中，产生了无理量，数学家们

面对第一次遇见的不知如何命名的“数”的时候，表现得云淡风轻。这也体现了我国数学家们不骄不躁，

潜心科研的数学精神，要让学生从中获益，对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突来的挑战泰然处之，不以一时成败

而左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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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连续 
数学的发展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抽象与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从而使其层

层演进。对“连续”概念的导入中可以设计让学生从生活中找“连续”，比如时间的流逝，每一天生命

的细微变化，以及水流车流等……从这些日常事物和现象中让学生体会“连续”与“间断”，并引导学

生回忆初等几何中线的连续，再渐渐上升到极限的高度。可以再适当引入古典数学中的“连续”概念，

感受人们在感性直观上的数学，所谓“连续”就像一条绳子那样不断成两段就可以。可以通过让学生完

成“一笔画”，即“笔不离开纸面，不能有重叠”只有这样才是条连续的、完整的线，否则一旦断开便

不再连续。从这一问题可进一步引入“戈尼斯堡七桥问题”，让学生了解人们关于“连续”与“间断”

的最朴素概念和欧拉解决“七桥问题”创立拓扑学后的得到升华的“连续”与“间断”的概念，提高学

生对“连续”与“间断”概念更深刻的认知。 
17 世纪为了解决求变速运动的物体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这一问题，牛顿和菜布尼茨发明微积分，

开始从严格定义的角度来思考“连续”与“间断”的概念。他们借助“平均速度”得到“瞬时速度”，

让时间趋于 0，从而产生“极限”的概念：“当自变量 x 无限靠近某个数的时候，它所对应的因变量 y
也向某个数 A 无限靠近。这时我们称当 x 趋于 a 时函数的极限为 A。事实上此时的极限值若等于函数值，

我们就可以称函数在这一点“连续”，否则便是“断开”的。这样一来，学生在了解了关于连续的发展

史的同时，对“连续”与“间断”也有了兴趣去深入理解和学习，这时再去展开讲解其他性质与相关定

理就水到渠成了。到这里，学生对极限也产生兴趣，或者就会更进一步想要了解它的产生与发展。 
(三) 极限 
极限思想东西方自古有之，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庄子在《庄子》中记载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也就是说，剩余部分会还渐趋于 0，但是永远不会是 0。而墨子则认为“非半弗，则不动，

说在端”，二人对“无限分割”还是“有限分割后不可分”各执己见。在导入设计中以上述观点作为启

发点，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带入到问题中，体会极限思想，不仅有助于提起学生对本节内容的学生兴趣，

也有利于学生思维与逻辑的训练。公元 3 世纪我国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中提出“割圆术”，

即“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让学生体会将极限

思想从生活问题过渡到数学领域的过程，并通过合理、直观的 PPT 展示进一步解释刘徽的“割圆术”：

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每次将边数加倍，用勾股定理算得圆内接正十二，正二十四，四十八边形的面

积，边数越多面积与圆就越接近，直至与圆重合，而这一思想与墨子“不可再分”思想吻分，与导入环

节的问题呼应，加深学生对极限概念的理解。 
在课堂小结之后，以与之类似地古希腊安提丰提出的“穷渴法”结束课堂。安提丰在求圆面积时曾

提出用成倍扩大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通过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来表示圆面积的方法，但这是粗造的极

限论思想。但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穷渴法”与“割圆术”之间的理论区别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思想差

异，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了解修改穷竭法的途径，并让感兴趣的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了解“穷

渴法”的完善过程。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进一步完善了“穷竭法”，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求解曲面面积

和旋转体体积。“穷竭法”含有原始的积分思想，它的思想已深深地渗透到了其后的数学中。阿基米德

成为微积分学的先驱，“穷竭法”也被后人称为阿基米德原理。 
(四) 微积分 
微积分可以堪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十七世纪以来，微积分的概念和技巧不断扩展并被广泛应

用来解决天文学、物理学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中世纪(14~17 世纪)欧洲数学大

发展的时期，我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明、清时期)，所以中国的数学家与微积分无缘[3]。在微积分的导

入环节中可以设计先让学生了解中西方在微积分的发展研究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要以此提醒学生引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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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防止在学习中固步自封。再通过介绍微积分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关于严密性的问题，提起学生的学习

欲望和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微积分的发展过程中，直到

十九世纪以前，其数学分析的严密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由法国数学家柯西得到

了完整的解决，柯西极限存在准则使得微积分注入了严密性，也就是极限理论的创立。极限理论的创立

使得微积分从此建立在一个严密的分析基础之上，它也为 20 世纪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微积分的发展过程中还遇到过令人不安的危机。例如，把无穷小量看作不为零的有限量而从等式

两端消去，或令无穷小量为零而忽略不计等，这些矛盾引起了数学界的极大争论。贝克莱对牛顿导数的

定义进行了批判，历史要求给微积分以严格的基础，为此柯西、维尔斯特拉斯、黎曼等数学家们开始了

补救工作。在此过程中，黎曼证明了被积函数不连续，其定积分也可能存在，也就是将柯西积分改进为

黎曼积分。于是，从实数系到极限论，再到微积分不断地严格化，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永远不会止步，

也正因如此微积分这门学科在现代也一直在发展着。在黎曼将柯西的积分含义扩展之后，勒贝格又引进

了测度的概念，进一步将黎曼积分的含义扩展。狄利克雷函数在黎曼积分下不可积，而在勒贝格积分下

便可积[4]。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所研究的微分几何领域，便是利用微积分的理论来研究几何。数学

家们认识到危机，最后化解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数学家们认真的治学态度、严谨的作风、精益

求精与不断进步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5]。要启发学生要学会在曲折中成长，有时可能

一帆风顺，有时候也可能经历挫折与危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勇敢面对，不要轻言放弃[6]。 
这门学科对人类认识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这门学科至今仍然很活跃。前不久

由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完成的庞加莱猜想便属于这一领域；中国的数学爱好者发现了积乘和微商，使

微积分的内容进一步拓展。因此我们要始终坚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要永远保持好奇心和进取心，正如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尽管历经风霜、饱经沧桑，但依然热爱生活、乐

观向上，敢于通过不断的挑战迎接下一个黎明。 

3.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数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数学

文化，在数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数学史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以听故事的形式放松学习压力，在了解

数学史的过程中感受数学发展的不易，从而加强对学生的挫折教育，引导学生勇于面对困难，敢于质疑

和挑战。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坚持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在传授科学知识的

同时，积极探索思想教育融入元素，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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