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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和平稳定，是我们进行民族教育，传播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主要阵地。本次研究通过分析预科学生生源状况和学习状态，再结合我国在经济、科技、民生等方面

的例子给出了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挖掘和渗透思政元素的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高数的过程

中了解到国家的发展，提升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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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minority preparatory education has respec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the 
border areas, which is a main position for ethnic education and spreading the sense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tudent demographics and learning status of preparatory stu-
dents, and combines examples from China’s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s-
pects to propose methods for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enrich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xca-
vating and infus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able studen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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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while studying advanced mathematic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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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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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我国为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步伐而设置的一种特殊的办学形式，旨在提升

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并促进边疆经济文化发展和全国民族大团结。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 2021 年《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提出了要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少数预科班作

为全员少数民族的集体，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也是培养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

的重要阵地。 
高等数学作为少数民族预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不仅能为本科阶段专业学习打基础，还可以锻炼学生

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科学的敬畏之心。

在授课过程中联系国防、科技、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发展的例子，可以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

使学生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出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2. 研究现状 

关于预科的学习，相关教师普遍认为预科生数学基础较薄弱，加之高等数学内容较抽象，所以学生

学习积极性不高，态度消极，甚至出现抵触情绪。针对思政课堂，有老师提出了引用社会热点话题和社

会正能量事件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将人生哲学融入数学教学过程，或者通过讲述历史数学名人事

迹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精神[1] [2]。还有教师建议由学院牵头，借党支部牵引力，各教研室相互协同，

制定恰当的思政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达成教学价值引领[3]。与之思路相近的还有李蕉老师也提

出先在学校层面进行教育大讨论，形成全校范围内的课程思政共识，再在院系层面以教研室为单位规

划教学方案，最后在部处层面通过“教学档案袋”的方式进行思政教学引导[4]。张真子老师也提出建

议结合预科生知识储备情况改变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5]。总之，大家都是以铸牢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从学生基础出发，集各教师之所长，共同制定教学方案，逐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渗透。 

3. 预科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学习现状 

预科学生主要来自于边疆，受地域文化条件的影响，他们在思想上会和内地同学存在一定的差异，

自卑感尤其明显，鲜少有自主表达个人观点的。另外由于长期的校园生活和闭塞的信息渠道，使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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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发展了解较少，对国家各项政策不甚了解，没有完全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和宗教观，也欠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预科作为高中和大学的衔接，既要补中学知识，又要进行大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在数学学习上，大

部分预科学生数学基础薄弱。对高等数学，学生普遍认识较浅，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是为了考试而学习，

有些数学较差的文科的同学也会说：“我是文科的，以后用不到数学知识，我放弃学习”。大家不清楚高

数对各行各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意识不到高数的极限思想对个人思维的影响。另外，经过十二年的填

鸭式教学和题海战术训练，许多学生已经形成了动手不动脑的学习方式，存在严重的思维定式问题。预

科大部分学生在数学学习上会懒于思考、探索，学习能力较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学习过程中

总是寄希望于老师能提供所有答案，非常缺乏挑战自我的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 

4. 思政元素在教学中的融入 

普通预科学制一年，在这一年的教学中，教学内容多且教学时间有限，另外由于预科学生对课程和

学科专业的认知较浅，导致他们对高等数学的学习态度不佳，所以要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高数课

堂，还要在保质保量完成教学内容讲解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需要老师们多进行教学探讨，不

断挖掘高数中的思政点，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 

4.1. 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民族自信教育写入教案 

预科的《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主要包含极限、导数、导数的应用、积分和积分的应用等内容。 
对于极限，可以引入我国古人的研究结论，也可以结合现实进行讲解。比如讲解无穷大，可以引导学

生思考在探索太空，让距离趋近于∞。讲解无穷小，可以结合分子、原子等微小的单元，让研究单元趋近

于 0。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的复杂，激发他们探索大自然的兴趣，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想，还可以通过讲解这些内容，让学生了解我国从古至今在极限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文化自信。 
对于导数，可以借助火箭发射过程中的运行速度的变化进行教学内容的引入。在火箭升空过程中，

速度非常快，其运行轨迹还是一条曲线，而且随着火箭的高度的改变重力势能也会改变，燃料消耗后火

箭的重量也在不断变化，再受到地心引力、地球的自转等因素的影响，要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就需要根据

火箭升空过程中的速度来决定所需要的助推动力，进而决定燃料的需求量。通过这个案例，可以让学生

了解到并关注到我国在航天方面的发展和成就，提升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对于导数的应用。如在经济学中，可以通过导数计算出利润的变化。如，边际成本函数 ( )C C Q=  

(Q 为产量)，其导数 ( )C Q′ 称为边际成本函数。在产量为 0Q 的情况下，产量每改变一个单位，所引起的

总成本 ( )C Q 的改变量为 ( )0C Q′ 个单位。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公司，还是乡村经济，又或是国家经济

的发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也都要在现有数据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情况预测未来趋势，从而给出合

理的改革方案。通过这方面例子可以加强学生求真务实的能力，教育学生要立足根本，从实际出发，追

求真理。 
对于定积分，可以通过刘徽“割圆术”进行引入，改变学生对中国数学史的认识。也可以借助实例，

比如计算国土面积或者本省面积等内容进行定积分定义的讲解。提升学生对高等数学的认知，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加强学生的爱国心。 
对于积分的应用。比如在医学中，利用积分通过血流的速度和心脏压力可以测算出每分钟内血流量。

设病人每秒钟的出血量为关于 t 的变量 ( )w t ml，那么 n 秒之内的出血量就可以表示为 ( )
0

d
n

W w t t= ∫ ，这

为临床手术可提供科学的数据依据，使医生能精准判断病人身体状况，进而给出合理的救治方案，提升

治病救人的效率。借此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还可以让医学院的预科生提前感受到未来所学专

业的价值，并树立更明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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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堂讲授，通过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的能力，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延伸课堂 
(以数列极限的定义和定积分的定义的讲解为例) 

4.2.1. 数列极限的定义 
庄子曾在《天下篇》中讲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中就蕴含了极限思想。上

课时，结合庄子的名言，可以请各位同学准备一条细长的纸带，在老师的指导下每次撕掉一半，观察纸

带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思考：撕了几次之后，纸带不断变短，在眼睛可

观察的范围内，剩余纸带已经非常小。可以想象，如果一直撕下去，纸带也只会不断地变小，但不会消

失。 
接着，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将此游戏转化为理论，可表示为 

( )1 , ,
2

n

n n N n+
    ∈ →∞  
   

表示撕纸的次数 。 

其数值变化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hange of 
1
2

n
 
 
 

 

表 1. 
1
2

n
 
 
 

的值的变化情况 

n 1
2

n
 
 
 

 

1 0.5 

2 0.25 

3 0.125 

… 

10 0.0009765625 

… 

20 0.00000095367431640625 

… 

 

通过表 1 中的数值变化可发现，随着 n →∞，
1
2

n
 
 
 

不断减小且越来越接近于 0，所以
1 0
2

n
  → 
 

。但

此处要注意“
1
2

n
 
 
 

在趋近于 0，但不会等于 0”。这个内容就体现了变量与常量、无限与有限的对立统一 

关系。通过此例，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古人也早就对极限有了研究和认识，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 
还可以多举几个极限的例子，如“0.9…9”(中间有 n 个 9)，随着 n 不断地趋近于∞，0.9…9 不断地

接近于 1。通过这些例子让学生准确的理解极限的变化，也通过这些例子让学生理解“量变引起质变”的

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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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熟悉了极限的变化以后，接着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证明数列的极限是存在的？”。在平

常招聘的过程中，公司会提出很多条件。假设招一名工作人员，并将所有应聘人员的能力按照从高到低

进行排列。当公司提出第一个条件时，满足条件的应聘人员较多；当提出第二个条件时，满足条件的应

聘人员会减少，但仍有很多；当提出第三个条件时，满足条件的应聘人员会进一步减少，随着公司提出

的条件越来越苛刻，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不断减少，当招聘条件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最后就会招到公

司想要的应聘者。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极限的证明中， “招聘条件”就类似于极限定义中的 ε ，满足招聘

最低条件的应聘者就相当于定义中的“N”，最终录取的人就是“极限”。所以要证明数列极限存在，可

以通过提条件的方式。从预计的极限 A 处开始设置一段距离记为 ε ，观察是否有满足 nx A ε− < 的 nx 。

如果有，那么可以将条件要求提高，即减小 ε 。如果还有符合条件的 nx ，那么可以照此重复之前的步骤。

当 ε 无限小的时候，仍有满足条件的 nx ，就可以证明该数列的极限为 A。通过联系实例的讲解，不仅可

以方便学生理解数列极限的定义，也让学生认识到了现实社会的规则。让学生认识到为了美好的未来，

很有必要努力学习，极大地提升个人能力，为毕业后择业做好准备。 
从古至今对极限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传承。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

完美解释了“知识就是力量”，也打开了研究问题的新思路。 

4.2.2. 定积分的定义 
以中国陆地面积的计算作为研究对象，为了降低研究难度，可以将坐标轴的横轴(x 轴)设置在地图的

中间，纵轴(y 轴)设置在地图的左侧，然后以横轴(x 轴)上方的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授课过程中，同学们会积极讨论如何计算我国陆地面积。有同学提出计算各省面积，然后相加。

也会有同学提出利用网格线将地图分割成小块，然后计算每一小块面积，最后求和，等等。但在这个过

程中，大家会忽略的是分割出来的小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所以教师在讲解通过“分割–近似–求和–

取极限”这个过程定义定积分时可以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进行“分割”。将曲边图形沿 X 轴划分为若干个小块，每一小块的宽度记为 ix∆ 。在这个过程中

就用到了“微元法”，教育学生遇事可以将“大事化小”，逐一击破，进而解决问题。可以培养学生的

“化整为零”的数学思想和创新精神。 
然后求“近似”。将每一小块不规则图形近似看成规则的小长方形。那么小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iS 可

以表示为 ( )i i iS f xξ≈ ⋅∆  (其中 ( )if ξ 是ξ 点处的函数值，也可作为小长方形的纵向边长)。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培养学生“化曲为直”的数学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让学生理解“微元法”的本质。培养学生用不同的

策略去解决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同时也告诉同学们在计算国家领土面积时，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地方面积

太小而忽略不计。 
接着“求和”。将所有小长方形的面积 ( )1≤ ≤iS i n 加起来，得到的面积近似于大不规则图形的面

积 S，即 

( ) ( ) ( )

( )

1 2

1 1 2 2

1

n

n n

n

i i
i

S S S S
f x f x f x

f x

ξ ξ ξ

ξ
=

= + + +

≈ ⋅∆ + ⋅∆ + + ⋅∆

= ⋅∆∑



  

在此过程中又可以教学生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

家国意识，也进一步理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至理名言。 
最后“取极限”。当分割越来越细，即 0ix∆ → ，小曲边图形的面积和相应的规则图形面积之间的误

差会越来越小，同时所有误差之和也会不断减小，并趋近于 0。那么所有规则图形的面积之和就会不断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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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曲边图形的实际面积。即 

( ) { }( )1 20 1
lim max , , ,

n

i i nx i
S f x x x x xξ

∆ → =

= ⋅∆ ∆ = ∆ ∆ ∆∑   

取极限的过程告诉同学们做事要严谨，减少失误。 
讲解完定义后，教师再讲解我国古人刘徽创立的“割圆术”，它是通过在圆内构造正多边形分割圆，

最后计算出圆的面积，也在此过程中计算出了圆周率。通过联系这些历史文化可以进一步让学生感知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建立文化自信。 
通过联系历史和实际的讲法不仅可以直观地让学生感受到微积分在实际中的应用，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可以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 

4.3. 课后实践和第二课堂中，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数学思想应用于实际， 
强化学生的国家观念，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 

在课后，可以通过交流数学思想方法、发现生活中的数学等方式，进行数学兴趣培养。也可以带领

学生通过建模的方式利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通过导数分析高速路的弯道设计问题，通过

积分计算利润总值等问题，还可以简单分析高等数学在人工智能软件的开发和手机芯片的研发等领域起

到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学生建模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5. 预科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和推进方式建议 

自提出课程思政要求之后，我们一直努力提升对思政的认知，提高政治站位，改善教学方式方法。

经过近三年对同事的访谈和对学生上课的思想表现以及学生在第二课堂活动中的表现的观察，笔者得出

了以下结论。 
从教师方面来看，课程思政教学已启动好几年，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够理解课程思政的具体定位

和融入方式。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硬融入”现象较为严重。另外，由于预科专业建设较

弱、平台较低且教师教学工作量大，所以预科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较少，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的机会也

几乎为零。对于课程思政建设，大家更多地是通过网络学习了解。所以要快速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学校需要多给教师提供一些学习交流的机会，多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经验交流，提升预科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 
从学生方面来看，很多学生在老师讲解实例时会积极参与，提出自己的疑问并展开讨论，对高数和

实例相关的专业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另外，预科的第二学期学生要选专业，近几届学生在经过一年

的预科学习后，在选专业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变。通过教师的课堂渗透，学生们对我国的发展也有了较为

正确的认识，也开始关注国家政策改革，所以在选专业时也紧跟国情的变化。为了思政教学有更明显的

效果，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与数学相关的事例，加强学生对数学的认知。 

6. 结语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作之一。少数民族学生的德育教育关系到国

家的稳定与繁荣，尤其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和谐，而学生又处在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认同感和国

家认同感形成的关键期，我们教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准备，引导学生把繁荣富强作为自己

的目标，坚持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精神。高等数学是科技发展的基石，那么数学教师在这个关键期对学

生做出的政治教育工作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未来科技发展提供正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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