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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学教学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研究
李富智　徐冬梅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在高校教育阶段中，数学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在其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更为重要。课程思政是一种新时代的现代

化教育理念，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本文浅析高校数学教学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从发掘高校数学教材中

的思政元素、借助数学历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通过数学典型例题开展思政教育、运用生活中的数学渗透思政教育等多个途径，以进一

步探讨高校数学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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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育阶段，数学是一门基础的公共课程，在高校数学

的教学活动中不仅可以着重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和水平，而且也

可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为其学习专业知识奠定基础。对于高

校数学课程而言，数学思维、方法与逻辑的严谨性使数学广泛应

用在生活实践中。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各个专业

的多种学科纷纷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开展思政教育。在此过

程中，高校数学作为一门重要基础学科，其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

合成为践行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高校数学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

（一）提升高校数学课程教学质量

当前，在高校的基础公共课程中，数学的学科地位不言而喻，

其学科的特殊性也影响了它的育人功能。高校数学课程对后续其

他基础课与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理工、经

管类等专业中至关重要。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广泛应用，数

学中的思想、方法和技巧等在高校各个专业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决定了高校数学课程作为学科基础在育人

上的重要性。此外，数学本身所具有的较强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也

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严谨的思维，对开发学生创新力也有积极的作

用。事实上，高校数学课程中无论是基础的概念、定义、定理，

还是渗透其中的数学文化等都有一定的思政教育因素，当教师在

进行教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一些相关的数学文化，而这些

文化本身隐含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了解数学历史，激发内心的情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

时也会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所以，无论是从高校数学课程的学

科教育来看，还是学生的思想政治而言，在高校数学教学活动中

有效融入思政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提高学生数学知识综合素养

对于高校教育而言，开展数学教学的本质目标就是通过知识

与价值的融合来培养学生，使其提高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素养，并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以此来进一步丰富数学知

识，引导学生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学体系，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以

便充分发挥思政理念，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继而获得更好的

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来说，随着高校对思政教育的重视，以及

思政课程的深度改革，思政教育与多个高校课程实现了高效衔接、

有效融入，使思政教育以课程为载体，实现对学生综合素养的细

致化培养。在高校数学教学中，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入，不仅可以

深层次地挖掘高等数学中的思政元素，整合思政教育资源，丰富

数学教育资源，而且也可以有效实现课程思政，体现高等数学与

思政教育的教学协同效应。因此，在高校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通过

数学概念、公式、命题以及数学文化等知识巧妙进行思政教育，

通过数学学科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

二、高校数学教学中思政教育的融入现状

（一）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将思政教育融入高校数学课程的重要部分之一。

但在目前的高校数学课程教学中，虽已将思政教育作为当前高校

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实施内容，但部分高校数学教师并不能很好的

将思政教育融入高校数学教学理念，进而也没有充分发挥两者之

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作用。课堂教学活动不是教师唱独角戏，

没有学生，就没有教师。教师应将“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思

想融入高校数学教学理念之中。同时教师还要在教育理念中贯彻

“全人”概念，学生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而不仅是数学学科能力

的发展。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并没有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理念，

这往往会导致高校数学教师的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所以，思政教

育与高校数学课程的融合发展任重道远。

（二）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模式

数学虽然涉及到很多的理论知识，但其实是一门实践性较强

的课程。需要学生在理解掌握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数学思维

和数学逻辑，并能将其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传统的高校数学教

学模式习惯于停留在对各章节知识的教学上，而缺乏作为教学活

动的特色和可操作性。部分教师目前还只注重对学生的数学理论

知识教授，并没有创新教学模式，将思政教育融入高校数学课程

之中，学生只是学会如何解决试卷上的数学问题，并不能很好运

用数学学科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对此，教师应将思政教

育融入教学模式，不断加强教学设计、优化教学过程。将学生视

为教学主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创新课程思政与高校数

学课程的深度融合，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效果，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三）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

高校教育阶段对人才的培养，也依赖于设置贯彻现代化教育理

念和创新高效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但部分高校在开展数学这门

课程时，却并没有注重思政教育的融入，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教学

目标的具体内容上，也仅重视学生能否掌握数学知识，而忽视对学

生的思政教育。没有体现出教学目标中的隐含内容，如爱国主义教

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等。这些都是要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润物无声地，教授给学生。但目前高校数学课

程的教学目标往往忽视了这部分内容，从而导致教师在落实教学目

标时，存在一定的缺陷，不仅缺乏有效性，也缺乏实用性，进而无

法满足新时代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对此，高校数学教师应

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使学生在高校数学课程中，不仅收获数

学学科知识，还能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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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数学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发掘高校数学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在高校数学课堂上，每节课教师需要教授数学知识和应用能

力都很多，因此，教师要注意每堂课首先要完成教学内容的教授，

思政教育仅作为延伸教学内容。教师应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延伸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思政教育，

避免在教学过程中花费过多时间去进行思政教育，而忽略了数学

课程内容的教学。对学生而言，数学本身就是一门比较难掌握的

课程，所以教师进行思政教育要从教材内容出发，而不是将二者

割裂开来，否则不仅没有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目的，还可

能导致学生没有学好数学知识。另外，教师也可以是“教材”。

在教学过程中有时教师的言传身教比“照本宣科”的教育质量更高。

所以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讲

解数学知识。并深刻了解数学逻辑体系，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

进行备课，搜集丰富的教学资源。在课堂上精心设计板书，和有

吸引力的教学语言，将原本枯燥的数学概念、公式变得生动形象。

打破原本缺乏趣味性的高校数学课堂，用教师的人格魅力让学生

感受到数学知识的严谨性、实用性，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产

生学习兴趣。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认真分析教材内容，找准思政

教育与教学内容的链接点，注意思政教育的适度性。并不是数学

教材中所有的章节都必须挖掘思政要素，不具备思政教育功能的

教学内容就专注数学知识教学便可。教师要注重掌握好进行思政

教育的时机，不要生硬地插入一些没有必要的说教，使思政教育

流于形式。

（二）借助数学历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数学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科学，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

内涵，从它的内涵中可以发现蕴藏着思想政治理念。如极限学，

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庄子就提出了数列极限的理论，比外国早了

一千多年。通过这样的课堂教育，学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是

一个 5000 年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如祖冲之、秦九韶等许多数学家，

均在数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第一笔，从而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借此还能加强学生与数学的情感联系，使学生对数学有更为形象

的认识，进而对数学排斥的心理也会相应减轻。例如，教师在教

授微积分和罗尔定理时，不能只介绍公式，而是将这两个定理的

发现过程和发展过程都简要讲述，使学生了解到两个数学定理在

发展中还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从而加深学生对微积分的理解。又如，

高斯九岁“巧算 100 个自然数之和”的动人故事，“墓碑上的算题”

中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年龄之谜等等，都会使课堂氛围妙趣横

生，引发学生去努力钻研学习。类似事例在数学史实中比比皆是，

教师通过对诸多数学历史的讲述，学生将渐渐明白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的标准，进而学生会尝试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

中，通过亲身实践去验证数学定理，并在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

（三）通过数学典型例题开展思政教育

在高校数学课程中，无论是基础的数学符号、公式，还是数

学概念、定理等，其中或多或少都蕴含着不同的哲理。所以，在

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尽可能地挖掘数学典型例题中的数学文

化和思政教育元素，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政教育，对学生进

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指导。例如，高校数学教师在课堂导入时提出

问题：通过现存于卢浮宫的一张约公元前 1700 年的美索不达米亚

泥板上描述的一个问题“要多久才能使年复利为 20% 的本金翻倍

呢？”，同时告诉学生，爱因斯坦曾说过“复利的威力比原子弹

还可怕”。借此引发学生对投资与贷款的思考，并带出对高等数

学重要极限的公式：lim（1+1/x）^x=e（x →∞）当 x →∞时，（1+1/

x）^x 的极限等于 e；或当 x → 0 时，（1+x）^（1/x）的极限等于

e。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如果本金不变，复利周

期缩短，本息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从而引发学生主动思考的

积极性。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问题理解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体验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归纳过

程，将数学知识学习与唯物辩证思想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等数

学重要极限的公式对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掌握的数学概念，教

师通过对例题的分析，使学生明白这都是源于复利概念，也就是

典型的“利滚利”。这时教师再讲述一些生活中实际的投资案例，

用骇人听闻的数字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理性投资的重要性，从而

使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脚踏实地，不爱慕虚荣，在未

来的工作生活中远离投资陷阱。

（四）运用生活中的数学渗透思政教育

高校数学课程是极具实用性的课程，但许多学生因社会经验

不足，认为高校数学课程在生活中能应用的地方较少，甚至与实

际生活毫无关联，这些错误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

数学的积极性。对此，教师在高校数学课堂上，要增强数学知识

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出发，引出相应的数学

知识，并将数学知识反渗透到生活实际，让学生真正意识到数学

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用性。例如，教师在讲授经典的分段函数时，

可以从生活中的出租车计价方式引入，引导学生通过对生活中熟

悉情景的分析和问题解答，从而理解分段函数的应用价值。同时

也提升了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又如，学

生在学习数列的内容时，可以根据生活中的贷款现象，尤其是校

园贷来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不正当贷

款的严重后果，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消费习惯。高校数学教学中除了生活中情境的引入外，

还可以通过数学实践来开展思政教育，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多措并

举，创新创设多种途径融入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贯穿到教学的

全过程，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形成高尚的品德素养。

四、结语

将思政教育融入高校数学的教学中，是新时代下高校开展思

想政治教学的新要求。作为数学教师，要及时转变观念，改变以

往只注重数学学科知识教育而没有对学生进行思政的课堂教学模

式。教师可以通过提升自身思政素养、创新多种教学活动，将思

政教育融入高校数学课程教学之中，并树立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

深度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做好融入思政教育的整体教学设计。

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思政教育水平，全方位的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批判思维和服务社会的高素

质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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