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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对基础学科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数学的教育教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

析高校数学教育教学的特点，明确了数学教育教学中内明外用思想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根据教学实践，

阐述了内明外用思想在数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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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has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of basic 
disciplines, among which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of mathematics courses are particularly im-
portant.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d-
ucation,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a of inner comprehension and outer 
applicat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elabo-
rates on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the idea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in mathematics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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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而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龙头在高等教育。众所周知，数学是认知世界的基础。数学学科是高等院校的基础学科。特别是对于理

工科院校，数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在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基础教育理论往往容易偏向于理念

性倡导。如何找到一条数学教育理念，既能与新时代需求相吻合，又能合乎学生成长规律，显得特别重

要。而《大学》的内明外用思想，为我们高校数学教育教学中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和综合能力培养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对当下数学教育理念的创新也具有宝贵的借鉴与指导价值。  

2. 高校数学教育中的内明外用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的兴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在新时代，特别是在国内

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如何通过做好基础学科的教育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显得尤为

重要。高校数学教育自身的特点非常适合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内明外用的思想，为我

们做好数学教育提供可行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2.1. 数学教育自身的特点 

在理工科院校，数学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比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可以说，高等数学

在高校教学中打基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现阶段，大多数理工科院校都将这些数学课程设为必

修课程。高校数学适合做学生的思想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高校数学课程已经形成了量大面广的教学

模式。几乎所有理工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这些课程，且课时数较多，主要集中在大一学年。第二，高等

数学课程自身具有独特性。数学中蕴含着许多富有哲理的知识，这些知识可用于学生的德育，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观念。这些特点使得数学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作为高

校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教育不仅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承担起育人的任务。 

2.2. 外部环境对数学教育提出要求 

在国外的经济输入的同时其制度和文化也输出了，这使得很多大学生在高校学习阶段，尤其是低年

级阶段，特别迷茫找不到一个中心。而这个阶段也正是学生价值观开始形成的阶段，如果对当下的情况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对他们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影响很大。众所周知，教育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培养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如何让学生在成长的重要阶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教育中重要的环节。如果不

能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方面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无疑是

一种遗憾。 

2.3. 内明其理，外通其用，与内明外用思想同频 

内明外用的思想源于“内圣外王”，但两者不完全相同。虽然两者都强调内外兼修的理念，但“内圣

外王”的思想更多地包含政治上的治世理念，而内明外用则主要应用于教育理论的研究，其应用范围相

对来说较窄[1]。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看，内明外用强调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来看对人的全面培养。“内明”

是通过个人的内省、慎独等修身功夫，回归事物的本源。无论是知人或自知，还是知晓万物常理，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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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做到了然于胸。这里的“明”的含义正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

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道这个常就是明。而“外用”则主要从人的

社会属性出发，在做好“内明”修身的基础之上，或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来外用，亲民利他地服务人

民。从而通过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来实现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从这个观点来看，“内明”与“外

用”是缺一不可的[1]。而数学教育正好涵盖这两层意义。比如我们强调低年级要注重理论学习，高年级

的课程专业性更强，主要侧重数学的实践应用。在理论方面学习上侧重于数学思想的理解，而数学的应

用可以体现在各种场景中，特别是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等应用领域。数学教育也是这两个方面的

结合，理论应用于实践，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升华。这与内明外用思想有很多共同点。在数学教育

中体现内明外用的思想有很高的可行性。 

2.4. 内修逻辑之明，外展应用之智，与内明外用思想共振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通过逻辑推理、符

号演算和科学计算，数学不仅揭示了自然规律，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发

现与原始创新，都与数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构建内明外用思想指导下的数学教育理论框架，核心在于回

归数学教育的本源。数学是自然界的语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数学教育既要培养逻辑思维

——内明，使学习者掌握数学原理与思想方法；又要强化实践应用——外用，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工具

与创新范式。比如说，在专业培养计划中，基础理论与应用拓展并重，避免偏废；在课程大纲设计上，既

要逻辑完整地呈现知识体系(如定理的来龙去脉)，又要结合现实问题(如建模、跨学科案例)，实现“学以

致用，用以促学”的良性循环。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既懂原理、又能创新的数学人才，真正实现“知行

合一”的数学素养。 

3. 高校数学教学中的内明外用 

内明外用的思想在数学教育中作用非常重要，那么具体到数学教学中我们又应该从什么方面来入手

呢？我们从课堂教学的思政元素、教学班级的管理以及在用内明外用思想教育教学中要注意的问题等方

面进行了一些思考。 

3.1. 数学教材中的元素 

在高校数学课程教材中，与内明外用思想相关的内容阐述并不多也不明显。受限于讲授篇幅和课堂

时间，教材内容和教师的讲解一般集中在数学知识本身，而知识的来源以及知识的外延并不是重点。若

想将内明外用思想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要将数学知识的讲解与“内明

外用”的理念相结合，这需要认真钻研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潜在的数学思想元素。尽管讲授时的侧重

点不同，但一般来说每门课程都会有理论的部分，也要有理论实践的部分。以高等数学课程为例，高等

数学中极限思想是高等数学的研究方法侧重理论讲述，微分和积分是重要的研究工具能融入应用。又如，

在解决问题时，化繁为简的思路以及通过理论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都体现了“内明外用”的理念。再

如，高等数学上下两册知识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侧重点，也可以作为切入点。此外，为了培养学生面

对挫折的能力，教师可以深入挖掘某些知识点背后数学家们艰辛探索的故事，让学生了解理论的形成是

经过无数努力和挑战才得以实现的。总之，教师在教学中既不能脱离数学教学的规律而进行空泛的说教，

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数学理论知识的传授。要将内明外用思想与数学学习相结合，潜移默化地实现育人目标。 

3.2. 班级管理上的体现 

在理工科院校，数学课程几乎是全校学生都要修读的课程，而学生的特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刚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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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低年级大学生。这个阶段正是学生树立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开展“内明外用”的思想教育对育人

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班级管理，可以体现内明外用思想。我们知

道，一个班级如果有良好的学风，通常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从而使教育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内

明”体现在学生的核心任务是学习，回归学习的根本。教师自身的形象、对待教学的态度以及师德师风

的传递等，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养成严谨、认真、端正的学习态度。班级管理中的“外用”则体现

在学生为集体服务方面，每个人都奉献一份力量，既培养了学生的奉献精神，又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3.3. 细化实践方案 

现在的大学生接触信息的途径非常多，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也各有不同，很有自己的主见。

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点：1) 精准滴灌式教学原则。把握好一个度，

既要做到有目的和计划地进行，还要注意不能急躁，要循序渐进。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选择的教

学元素应短小精悍，并且要少量多次。2) 在“润”字上做足文章，做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在

“润”字上下功夫[2] [3]。3) 反馈调整机制。要想做好内明外用的教育思想，还要注意用心胜于用脑，不

能只是靠教师自己的想象来选取教学素材。要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选择合适的元素。根

据课堂上的观察，在课后多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并解答他们遇到的困惑。根据日常教学观察和课程测

验结果，调整教学策略。例如，学生对证明步骤困惑(说明内明不足)，可尝试引入可视化、具体化的形象

等；若对应用场景无感(说明外用脱节)，可替换为专业相关案例等。总之，要多问、多记录，遇到问题及

时解决。 

3.4. 开展效果评估 

在具体教学工作中，作者也开展了一些教学实验工作，并进行分析。例如，内明验证方面，让学生

制作解题过程的报告视频，并择优推荐给全班同学；在外用能力测试上，考查跨学科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设计过山车安全曲线、用概率模型预测校园快递峰值等。在班级管理中，将学生分组，围绕教学活动

开展服务并根据表现做评价，强调内在觉悟与外在实践的结合。通过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对比，验证了内

明外用思想在数学教学中的有效性。 
总而言之，内明外用的思想应用到高校数学教育教学中既要有理论学习，也要能实践应用，更要有

一定的深度，最好能触动学生的心灵。只有这样，内明外用的思想才能生动活泼地展现出来，使高校数

学教育教学进入新的境界。只有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才能将他们培养成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建设贡献力

量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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