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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等院校为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的新理念。本文将探讨如何有效地发挥

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课程思政融入《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环节，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教

育，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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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 new idea put forwar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rain 
the builde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tegrate curriculum ide-
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accept 
ideological education imperceptibly,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s and value guid-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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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由思想政治课程承担，并未真正全面做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

有机融合。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如果缺乏

有效及时的引导，容易陷入迷茫，如沉迷网络，喜好享受，缺乏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肯学肯干精神。单

纯依靠传统的思政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多学科融合、全方位共同育人的迫切

需求已经展现[1]。 

2. 高等数学蕴含的思政元素融入 

高等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课时多，内容丰富，其主要内容是微积分，蕴含了丰富的唯物

辩证法思想。从课程内容上看，高等数学具有思政教育的优势。它具备以下独特的优势： 

2.1. 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高等数学课程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老师要善于挖掘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素材，培养学生辩证

的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计算物体的瞬时速度、弧长、面积，数学家使用的化圆为方、化曲为

直的极限思想，蕴含了“变与不变”、“近似与精确”、“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唯物思想。无穷小变量和

无穷大变量通过倒数运算互相转化，这反映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2]。微积分里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值得老师、学生去好好体会。 

2.1.1.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微分与积分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微积分是研究变量的数学，处处充满着矛盾，其辩证法内容更加

丰富。比如，有限与无限、近似与精确、直与曲、微分与积分、常量与变量等。微分思想中的“化整为

零”与积分思想中的“积零为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 

定积分是一类特殊和式的极限： ( ) ( )
0 1

lim
nb

i ia
i

f x dx f x
λ

ξ
→ =

= ∆∑∫ ，可以用来计算面积、体积、做功、 

路程、引力、压强等一系列几何和物理问题。曲边梯形是一类不规则平面图形，计算面积采用了“分割、

近似、求和、取极限”四步来完成。整个计算过程蕴含了整体与部分、近似与精确、有限与无限，量变引

起质变等辩证思想[3]。最终通过有限与无限、静止与运动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转化和对立统一。以

此教导学生不要好高骛远，做好一件件小事方能成就大事；遇到困难要沉着面对，化大为小、化整为零，

把大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各个击破。 

2.1.2. 普遍联系的观点在高等数学中大量得到了体现 
定积分、二重积分、三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面积、质量、体积、

做功、磁通量、环流量等实际问题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所用的方法都是微元法，定义结构完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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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dx 在某个区域上的积分， ( )f x 在不同的问题中有不同的几何或物理意义，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联

系。 

2.2. 利用传授知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认清事物既要从局部去认识，又要从整体加以把握。这些朴素的辩证思想用来指导学生去辩证地看

待问题，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社会上的不和谐声音，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做对社会、对国家有

责任、有担当、有贡献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我们用以下 3 个案例来具体说明： 
① 极值是函数 ( )f x 在点 0x 某个领域 ( )0x 的最大或最小值，是一个局部概念，和闭区间上函数最

值概念完全不同。由于是局部概念，函数的各个极值之间没有大小关系，某个极小值可能比某个极大值

还要大呢。以此举例可以告诫学生要眼界开阔，要多见世面，我们以后的升学、就业是要和全国的优秀

大学生竞争的，要不满足现状，走出舒适区，挑战自我，不断进步。 

② 用蜗牛爬绳的小故事引入调和级数
1

1
n n

∞

=
∑ ，虽然调和级数的通项趋于零，然而其和却是趋于无穷 

大，也就是说调和级数可以超过任意大的正数。调和级数虽然增长得极其缓慢，但却能无限增长，是一

个十分有意思的级数[4]。在讲解调和级数时可以联系到蜗牛精神：蜗牛虽然走得慢，可它不放弃，继续

往前走，相信总会看到希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愚公精神，坚持不懈，奋斗到底就能取得成功。 
③ 求函数的极值是高等数学的重要内容，一般步骤是先找到可疑的极值点，再根据极值的充分条件

判断是不是极值点。这方面内容可以拿警察抓犯罪分子来做比喻。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有作案动机和作

案时间的关系人；再找到相关的人证和物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定是否是真凶。我们以此教育学生说

话、做事要严谨，学习和工作必须态度认真、扎实，不能为了完成报告或论文伪造数据和结果，强行得

出结论。对实验和计算结果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2.3. 学会利用矛盾转移的思想来简化问题 

定积分计算的分部积分法和换元法都是矛盾转移的思想在数学中的运用。 
分部积分法是求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重要方法，公式为 udv uv vdu= −∫ ∫ ，把难求的积分 udv∫ 转化为

相对易求的积分 vdu∫ 。定积分换元法：对积分 ( )b

a
f x dx∫ ，换元 ( )x tϕ= ，积分变为 ( ) ( )f t t dt

β

α
ϕ ϕ′  ∫ 。

不易求得的原函数积分经过换元后，得到一个容易解决的关于新积分变量 t 的定积分。上述两个方法都运

用了矛盾转移思想：把困难的事情转化为相对容易的事情。华罗庚老先生说过：“学数学要善于退，足

够地退，退到最原始而又不失重要性的地方，是学好数学的诀窍。”[5]在教学中以此教育学生遇到困难

时不要害怕，勇于面对，努力去寻找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途径和方法。 
生活中许多复杂困难的事情实质上只是蒙上一层面纱或易容了，要揭开面纱，透过现象看本质，换

位思考，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2.4. 将数学史融入教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将数学史讲述给学生，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清楚知识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可以让

学生了解数学家们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极限是高等数学最基础的概念和基石，古希腊时期的阿基米德、魏晋时期的刘徽就有了极限的思想，

18、19 世纪欧拉、柯西、伯努利等数学家使用微积分解决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力学方面的重要问题，

但是直到 19 世纪后期魏尔斯拉斯等数学家将极限概念算术化，这才建立了严格的极限理论。将微积分建

立在了严格的极限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完全摆脱了第二次数学危机，还使微积分更加系统化，完整化[6]。
通过讲述微积分的发展过程，让学生体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有多么艰辛，要想取得好成绩也必须付出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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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我们发展高科技，解决“卡脖子”难题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科学精神。 
我们要重视中国数学史，尤其是古代数学史的教学。其中最有名的是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的“割圆

术”，蕴含了丰富的极限思想。祖冲之继承了刘徽的极限思想，才将圆周率(π)的近似值计算精确到小数

点后 7 位，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了近 1100 年之久[7]。通过介绍我国古代数学家所取得的数学成就，无疑可

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明清时期数学发展停滞，当时中国的数学水平和西方差距巨大，以姜立夫、陈

省身、华罗庚、冯康、吴文俊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数学家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建立中国的现代数学教育、

科研机构，培养了廖山涛、周毓麟、石钟慈等一批数学人才，这些人才为“两弹一星”、三峡工程等关系

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化学、材料等学科发展相对领

先，但是数学、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这就激励青年学子要奋发图强、攻

坚克难，攻克卡脖子难题。 

3. 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路径 

高校数学基础课程教师要转变习惯思维，树立育人意识，积极主动参与，找到高等数学与思政教育

元素的结合点。要正确认识“课程思政”的内涵，扭转传统的教学理念。要强调的是课程思政本质是一

种课程理念，不是新增课程，也不是新增的一项活动，而是在现有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中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以“隐性思政”的功能，与“显性思政”——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协同建构全员育

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课程思政”以现有课程本身为主，把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课程承

载思政。思政元素不能喧宾夺主，生拉硬凑，为了思政而思政，而是要秉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

合”的课程目标，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要说明的是：强调课程思政，绝不是要做新时期的“义和团”。

中国自明代后，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在微积分发明和完善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都是西方数学家，

没有中国数学家的身影，这也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的重要原因。英国拒绝使用莱

布尼兹简明清晰的数学符号化表述，使得 18、19 世纪的数学发展落后于欧洲大陆。要摒弃狭隘的“爱国

主义”，要有包容的心态和大胸怀、大视野，提倡科学精神，善于利用人类文明的已有优秀成果。人类文

明只有交流互鉴，互相学习，才能共同发展。课程思政融入大学数学教育是新时代下高等院校亟待研究

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大学数学教学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和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我们要研

究大学数学思政元素的挖掘、组织与教学实施，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组织教学沙龙、公开

课等活动，教师之间交流思政素材、研究融合手段，共同提高课程思政的意识和水平。利用超星教学平

台开展课程思政的传播和讨论；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等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学习数学、感悟数学，切

实感受数学的魅力和威力，把思政元素有效融入高等数学的教学各个环节。 

4. 结语 

高等数学是一门古老而经典的学科，蕴含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历史文化，将这些思想和文化

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意识到数学的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把中国数学史融入教学

过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把数学家的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励志故事融入教学

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严谨求学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积极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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