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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坚持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融合的原则，通过融入数学史、做人做事道理、唯物辩证思想、我国重大

科技成就、二十大报告内容和精神等，挖掘出高等数学中的一些思政案例，供同行参考，为高等数学课

程开展思政教育打下基础。从学生评价效果来看，挖掘的课程思政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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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By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rinciples of being a good person and doing 
thing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so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are excavat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evaluation results, the excavated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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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现在是一个高频词，它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大学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习近平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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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2]指出，把立德

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

领域。2019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3]指出，要坚持显性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4]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

的重要举措，并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从二十大报告[5]中我们更是看到了党中央对教育的关注和重视，看到了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前

景和方向，看到了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肩上的担子也更

重了，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人”的光荣职责和使命。因此,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目

标高度一致[6]。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培养学生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

素养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做好衔接工作，尽力挖掘高等数学课

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充分发挥教师和课程内在的育人功能，形成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教学体系，

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活动。 

2. 高等数学中思政案例的挖掘 

笔者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始终坚持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之间的融合，通过多种途径挖掘思政元素，

建设思政案例库。因高等数学内容较多，故先给出一元微积分(即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7]中 2~6
章)的一些课程思政案例。 

(1) 通过讲述数学史，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与科学精神。 
案例 1：导数概念。通过对函数导数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时间线介绍，学生了解到费马、牛顿和莱布尼

茨等许多数学家们经过 200 多年时间才真正搞明白导数的概念，揭示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帮助学生树

立科学品质，培养探索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精神。导数的概念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期待我们新一代

大学生既能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武装好自己的头脑，又能把这些科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产力，造福我们

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案例 2：微积分基本公式。穿插牛顿和莱布尼茨等数学家的奋斗故事，以及微积分发展历史，认识数

学家的同时，学习他们身上对科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通过介绍微积分的创始人——牛顿在当年疫情

中都做了什么？让学生明白，对于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能力在疫情期间变成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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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心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每一天，而这每一天的累积，会在疫情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

的自己，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 
(2) 通过数学知识的内涵和外延，阐述人生哲理，引导和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培养他们良好的道

德品质。 
案例 3：函数的求导法则。播放两首歌曲：《红绿灯》和《中国人的宣言》，生活中有规矩，有了规

矩，我们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人们遵守规矩，社会就会更文明，生活也会更美好。高等数学知

识体系中也有规矩，我们进行极限运算时，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复合函数的极限运算法则就是我们需

要遵守的规矩，在求导法则的学习中，也有我们要遵守的规矩，使学生养成守规矩、讲文明的良好习惯。 
案例 4：高阶导数。求高阶导数的直接法与“一步一个脚印”。求解 n 阶导数，如同神舟飞船的发展

过程由“神舟一号”一步一步到“神舟十六号”一样，我们需要从“一阶导数”一阶一阶求到“n 阶导

数”，在整个求解过程中，加深对高阶导数求解的理解的同时，使学生意识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

最重要的，在完成自己的学业过程中需要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求高阶导数的间接法与“以巧审事，是

为人处事之智”。做事情，要讲究方法，解决数学问题同样讲究取巧之道。在例题演练过程中，使学生养

成“在拙中取巧，在巧中求拙”的做事态度。何时当拙？何时当巧？则应细细斟酌。 
案例 5：函数的微分。函数 y = f(x)在某点 x0 处的微分 dy = AΔx，由此不难看出，dy 为 Δx 趋于零时

的一个无穷小。通过提出当自变量变化很小时，因变量的变化是否可以忽略？针对文献[8]中例 2，学生

分组讨论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研讨的内容能从知识层面上升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做人做事道理，通过数学建模锻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案例 6：定积分的换元法。讲到定积分的第一类换元时，同一道例题，引导学生用变量代换积分法和

配元法两种方法进行求解，发现规律，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并且锻炼学生的开放创新

思维，学会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要灵活处理问题，多方面思考，熟能生巧，事半功倍。 
(3) 通过挖掘数学概念、定理、思想、方法中的唯物辩证思想，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案例 7：隐函数的导数。隐函数是透过现象(一个二元方程 F (x, y) = 0)看本质(一个函数 y = y (x))，使

学生理解“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 
案例 8：微分学三大中值定理，从内容上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从逻辑关系看，

后两个定理的证明是通过构造辅助函数利用罗尔定理完成，教育学生会在运动发展中看问题，并在活动

中看到问题的本质。 
(4) 通过我国重大科技成就、二十大报告内容和精神的融入，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教

育学生要有危机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为科技献身的动力。 
案例 9：泰勒公式。给学生讲解 “泰勒公式”中误差项时，通过播放《科学重器》第四集国家授时

中心(片段节选)，让学生体会“误差”在生产生活中影响很大，学习误差估计的必要性。展示一些二十大

代表的风采，比如赵晶、马玉山、柯晓斌、沈春雷他们如何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把误差控制到极致，

大家纷纷表示在他们故事的背后学到严谨的工作态度同时，作为青年一代感觉身上的担子重了，必须努

力学习，争做有知识、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才可以。同学们在误差估计的学习过程中，也体会到高等

数学精确化、严谨化的特点，增强了学好高等数学的决心和毅力。 
案例 10：函数的单调性与曲线的凹凸性。讲到函数的单调性时，二十大报告中一组组亮眼的数字折

射出新时代十年的非凡成就，数字的背后是收获、是奋斗、更是希望和力量[9]。以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

亿元增长到 114 万亿元为例，建立函数，以时间轴为 x 轴，国内生产总值为 y 轴，从而我们知道过去的

十年的某一段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是单调递增的。在此带领学生为祖国送去祝福：愿祖国的发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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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永远递增，同时祝愿学生的人生函数走向递增，与祖国同行，与祖国一起成长。 
案例 11：曲率。讲到曲率半径时，通过介绍不同速度目标值下高速铁路线路主要技术标准的最小曲

率半径要求，这里的曲率半径是指能够为高速列车在指定运行速度下提供足够向心力的轨道最小半径，

通常称为轨道半径，以防止高速列车飞出，让学生了解到学习曲率半径的意义和必要性，及其在实际中

的应用。谈到这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高速的飞速发展，通过播放相关的视频，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

时，让学生体会到这是科技创新的力量，凝聚了许多中国人的努力，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带领学生

学习二十大报告中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未来总

是属于年轻人的，教育学生应当努力争做创新型人才，眼光放远一点，理想放大一点，必要时走出去好

好学习，努力创新，报效祖国。 
案例 12：换元积分法。讲到求不定积分的第一类换元法时，借助于四步走“战略”来记住它的一般

步骤：凑微分、变量代换、积分和回代，并通过播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广大青年的寄

语：“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做敢为又善作善成”，告诫学生初学这部分内容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才是最重要的。第一类换元法运用熟练后，熟能生巧，可以省去中间变量的代换，借用“一个任务

(求不定积分)，两步走战略(凑微分和积分)”掌握第一类换元法求不定积分。讲到求不定积分的第二类换

元法时，除了借用二十大报告中关键词三步走“战略”，帮助学生记住和应用第二类换元法的步骤：变

量代换、积分和回代。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感觉第二类换元法比较难，通过二十大中关于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使命任务的报告，以及坚持五大原则中的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原则，引导学生树立知难

而进、迎难而上的精神。 
案例 13：分部积分法。对比二十大报告中“一个中心任务，第一要务，五项重大原则”，借用关键

词，将利用分部积分公式计算不定积分总结为“一个任务，第一要务，两项原则”，其中“利用分部积分

法计算不定积分”是任务，“恰当选取 u 和 v”是第一要务，“v 要容易求得、后面不定积分要比前面不

定积分容易积出”是要坚持的两项原则。让学生在掌握分部积分法求不定积分的同时学习了二十大报告

中的相关内容，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在例题演练过程中，引导学生以拙的态度脚踏实地，稳中求进，并

总结出选取 u 和 v 的技巧：“按照反、对、幂、指、三的顺序，前面的选作 u，后面的凑成 v”，让学生

体会到不管是做题还是做事都要讲究方法，带点巧劲，才能事半功倍，应该学会“在拙中取巧，在巧中

求拙”的生活态度和处事之智。 
案例 14：有理函数的积分。借用“一个任务(计算有理函数的积分)，两步走战略(先化为部分分式之

和，然后求积分)”掌握有理函数积分的计算步骤。在例题演练过程中，再次让学生领悟到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的重要性。 
案例 15：反常积分。“神州十七号字载人飞船发射”视频，需要计算宇宙的第二速度，由此引出反

常积分的概念和计算的同时，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让学生体会到这是科技创新的力量，凝聚了许多中

国人的努力，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案例 16：定积分的元素法。在讲到微元法时，可以让学生借助二十大报告当中的关键词——任务、

战略等，来记住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一个任务三步走战略，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用微元法解决问题，三步

走战略包括选取积分变量、取好微元和积分。在利用微元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再次领悟到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关键的一步在于取好微元。 
案例 17：定积分在几何上的应用——旋转体的体积。生活当中有很多旋转体的结构，比如说游泳圈，

花瓶，以及我们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已经发射成功的运载火箭，它们的结构都体现出了完美的旋转体的

结构。那么旋转体的体积到底是多少呢？这是我们今天解决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例题讲解时，利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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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思想把“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鼻锥”看成一个旋转体来求其体积，由此引出中国的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和二十大报告中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让学生意识到除了有自豪

感之外，还要有更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好好学习，努力创新，夯实基础，才能报效祖国。 

3. 高等数学中思政案例的设计与实践——以案例 17 为例 

3.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利用定积分求旋转体的体积。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利用定积分解决旋转体体积等相关问题的能力。 
思政目标：培养学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事作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政治

理论素养。 

3.2. 教学设计思路 

借助智慧树翻转课各功能模块，助力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和实践。 
(1) 课前布置：在“学习任务”模块上传预习任务单，让学生对本节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

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发布查找学习任务“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在“问答讨论”模块发布课堂

讨论“旋转体在航空航天中的应用有哪些？”借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进一步了解旋转体的广泛应用。 
(2) 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模块，采用其各工具开展教学。 
问题引入——首先展示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已经发射成功的运载火箭图片，并提出问题：长征七号

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满足中国空间站工程发射货运飞船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它的鼻锥可以

看做旋转体吗？体积如何求呢？分析问题：借助Geogebra绘图软件演示了把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鼻锥”

的形状，引导学生观察把它看成是由曲线 ,0 4y x x= ≤ ≤ 和 x 轴所围成的平面图形绕 x 轴旋转一周所形

成的旋转体，将抽象问题具体化，融入建模思想。解决问题：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转换为求旋转体的体积，

引出本堂课要学习的内容。 
知识点讲解——采用“抢答”工具，组织学生思考回答用什么方法解决旋转体体积问题，引导学生

借用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交流、发言和讨论，总结下来：一个中心任务(用微元法推导旋转体

体积公式)、三步走战略(选积分变量、取微元、积分)、一项重大原则( dV 满足 ( )V dV o x∆ − = ∆ )。在此基

础上，借助多媒体动画演示、Geogebra 绘图软件演示，引导学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利用微元法，

推导出 X-型曲边梯形绕 x 轴旋转所得旋转体的体积公式。 
知识点应用——以成果产出为导向，引导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课程引入时的案例——计算长征七

号鼻锥的体积。长征七号的设计和制造代表了中国航天科技的重大进步，进而介绍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

发展，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同时，引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

等培养学生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随后通过“头脑风暴”工具发布实时检测题，检测学生学习效

果，并利用思维导图形成清晰知识网络，肯定学生课堂表现，增强学习动力。 
(3) 课后任务：将学习从课上延伸至课下，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加深学生对本节内容的理解。布置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数学(二)试题”中第 20 题，让学生课后完成，培养学生应用实践的能力。 

3.3. 教学特点与反思 

本堂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不足：案例驱动式引入，创设出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很快进

入一种主动学习的状态；引导探究式推进，在合作中交流探讨，通过视频演示、数学软件绘图增加直观

性，将抽象问题具体化，促进对知识的理解，激发了学生探索和创新精神；成果产出式巩固，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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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开篇引入的案例，做到首尾呼应，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二

十大报告”精神进教室、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做到全面立德树人；应用智慧树翻转课各种功能模块开

展教学，有效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以后教学中，需根据学生的需求和个体差异，依

托智慧树平台设计分层作业，推送相应的学习资料，给予个性化指导。 

4. 高等数学中思政案例的实施效果 

通过天津理工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平台上的期末评价报告来看，学生对该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很高。

以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为例，笔者讲授的《高等数学》(上册)共有 123 名学生参加评教，认为“课程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充分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使我的思想政治与道德

品质得到培养”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学生约占 99.2%。学生评教结果中关于课程思政部分和智慧树平

台应用的评价和意见如图 1、图 2 所示。 
 

 
Figure 1. Student teaching evaluation results 
图 1. 学生教学评价结果 
 

 
Figure 2. Students’ opinions on course teachers 
图 2.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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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资源的建设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效果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形成适合学生

学习特点的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思政教学资源。在以后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发放学生课程资料调

查问卷，进行学生分析，提出持续改进的方案，进一步推进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建设。 
另外，如何在教育教学一线深刻领会和落实二十大精神，如何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力，这是我们

要努力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进一步学习、领悟和践行。要做到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和所

要担当的职责，并且要做到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提高自身水平，把二十大精神与教育教学实践相

结合。本文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二十大报告内容的学习依然在路上，对二十大精神的贯彻也依

然在路上，相信随着对二十大报告内容学习的深入，会有更多的思政元素进入到高等数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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