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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数学分析教学探究与实践
蔡　静　李德英　蔡玉杰 

（河南城建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要：“课程思政”教学是一种立足于学科教学的思政教育

形式，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相关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立

德树人功能。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中，要基于“课程思政”理念完

善教学模式，将数学课堂打造成为思政教育的阵地，促进学生多

方面核心素养的快速提升。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在数学分析课程

渗透“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而后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与具体案例分享几点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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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学分析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逐渐形成互相促

进的效应，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数

学类本科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数学分析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

和理论性，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丰富学生认知数学课程的视角，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学习质量的有效提升。

一、数学分析课程渗透“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

数学分析课程学习时间连贯、战线长、课时多，这为课程思

政教育提供良好的平台。结合数学分析课程特点与社会主义发展

的人才需求，依托数学分析课程平台，促进“课程思政”的有效

渗透，具有以下 2 点现实意义。首先，这是新形势下，社会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在信息化、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世界格

局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我国正处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高校教育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帮

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利益主体、社会阶层日

趋多样化的现状，是高等教育人才质量的重要保证。其次，渗透

“课程思政”可以使数学分析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

应，促进学生多方面素养的共同发展。长期以来，部分高校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与数学专业课相互独立，逐步形成思政教育工作“孤

岛困境”，导致学生人格品质的养成、价值观的塑造过度依赖思

政理论课，影响了学生在专业能力发展、未来就业与思政知识之

间建立链接，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深入挖掘数学分析课程中所

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能将之有效融入实际教学中，促使两者形成

协同效应，可以拓宽思政教育阵地，为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提供更

为广阔的学习场域。

二、数学分析课程渗透“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课程思政理念为不同课程资源的整合提供理论指导，数学分

析课程应积极承担起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职责，通过整合课程资源、

创新育人模式，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需求。在推进数学分析课程

思政教学过程中，要对思政元素进行细致梳理，而后结合学科特点、

教学进度个性化融入思政元素。数学分析课程主要涉及函数的积

分学、微分学，以及极限理论，有深厚的课程思政教学基础和丰

富的思政元素，教师可以将二者进行个性化融合，将传统枯燥的

教学模式变得通俗易懂、易于接受，使课堂教学更加贴近学生需求，

能够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数学分析教学实践策略

（一）了解数学学科发展史，培养责任担当意识

人类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敢于质疑权威的创新精神、

勇于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是促进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在数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理数的出现、极限理论的建立

以及罗素悖论的消除等三次大危机，之所以它没有在危机中消亡，

而是在经历危机之后走向更高的台阶，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因

为有了这些原动力的支撑。众所周知，数学分析课程抽象性极强，

对学生思维能力提出了较大挑战，是很多学生数学学习中的拦路

虎，而掌握相关解题技能与知识应用能力又是其数学素养发展中

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结合教学内容融入一些历史故事，引导学

生了解数学学科发展史，实现课程思政元素的个性化渗透，可以

促使学生从前辈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和勇气。教学实践表明，这可

以帮助学生消除对数学分析学习的畏惧心理，激发他们完成学习

任务的责任担当意识，而且优秀品质可以迁移到学生生活中，改

变他们的生活态度。

（二）引入学科科研新成果，增强民族自豪感

将数学分析知识点与科研实践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了解与

数学相关的前沿知识，可以显著激发其创新意识、学习兴趣，增

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在开展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时，要善于

将学科科研新成果的相关信息转化为教学资源。比如，引导学生

学习重积分的物理应用一矩（k=2 时为转动惯量）时，可以将神

舟十三号的宇航员在太空转身实验视频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堂，

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在地面上，人们做转身动作的难度系数为

零，但是到了太空中却十分困难。在视频中，航天员在伸展身体

时角速度减慢，在将四肢收回时，角速度又会增加。观看的过程中，

学生直观感受到质量分布与旋转轴之间的距离对角速度的影响，

对质量分布与转动惯量之间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在自主

探究过程中，学生深刻感知到研究数学问题的趣味性，及其对科

技发展的现实意义，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在此基础上，教师

还可以收集一些关于神舟飞船的故事讲给学生听，引导他们向航

天人学习勇于攀登科技高峰、勇于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促使数

学分析教学实现科学与人文并举，进一步提升该课程的价值引领

作用。

（三）引申学科知识的哲学含义，培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数学分析知识中蕴含着辩证法，教师意识地引导学生对学科

知识点进行深度剖析，可以启蒙学生，帮助其掌握这种认知方法，

促进其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比如，教学导数概念时，要以实

际问题作引例，引导学生探究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变速直线运

动的速度、曲线的切线斜率问题。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探究需要经

历求“变化量、平均变化率以及瞬时变化率”三步。整个数学问

题探究过程都围绕“变”展开，可以说“变”是这几个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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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将平均变化率的无限趋近作为精确值之后，所有的问题又

可以归纳为“平均变化率极限”的“不变”。在引导学生通过定

积分概念求变速直线运动路程与曲边梯形面积时，同样需要经过

“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的标准数学推导过程，需要他们

基于“变速运动”“曲边的高”中的“变”，获得“乘积和的极限”

的“不变”，从而完成以近似替代精确的过程。学生主动构建知

识的过程，是掌握该数学概念的过程，也是经历“量变到质变”“近

似与精确”“变与不变”的哲学思考的过程。这一学习过程，为

教师渗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思政教育内容提供了良好

契机，体现了引申数学分析知识哲学含义对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思

想培养的应用价值。

（四）合理融入教育大局，培养“大国工匠”精神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是重要教育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其在数

学分析中的应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需求。实

施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是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的重要环

节和关键举措，也是推进立德树人的必要途径。数学分析教师要

重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积极探索其在日常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方

法，将其合理融入教育大局，培养学生对学术、技能、知识积累

都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例如，引导金融数学专业学生

学习数学分析时，要正视课程思政对学生发展与“大国工匠”培

育的现实意义，通过引导学生结合实际金融经济问题学习数学分

析知识，帮助学生将数学分析学习与专业能力发展、工程技术创

新联系起来，激励他们不断追求卓越。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加强对

思政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通过在数学分析课

程中科学渗透思政元素，干预学生思想道德体系构建过程。首先，

教师应在更高的层次看待课程思政教学，有效发挥课程教学的载

体作用与思政教学优势，引导学生立足于数学分析知识学习理解

工匠精神。其次，实施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应是一种潜移默化

地价值观培养，要突出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学习过程的有机融合，

于无形之中促使学生综合素养得到全面发展。

（五）引入实际问题，促进课程思政元素渗透

 数学分析教师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有目的地引入实际问题，

以之为知识载体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依托实际数

学问题有效渗透课程思政，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可以提升学生

学习体验以及对教师教导的接受程度。比如，引导学生学习导数

的应用时，可以引导学生围绕实际问题开展探究活动，帮助其在

个人数学素养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联系，从而促使

他们志存高远，坚定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断自我提升的学

习信念。首先，在经济学中会涉及到边际概念，教师可以引入边

际概念引导学生从“用”的视角学习导数知识，通过自主探究经

济关系之间的函数的变化率问题，了解数学分析发展对研究经济

问题的重要意义。收益分配函数、利润分配函数、质量生产分配

函数、成本分配函数等，都是我国市场经济分配理论中常见的函数，

这些函数知识抽象性强，容易打消学生学习积极性。将边际成本

问题引入教学之后，有效提升了教学内容生动性与生活化程度，

更加容易吸引学生许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相互讨论

欲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以致用，丰富学生认知导数的

视角，对学生内心触动更大。教师可以在学生对边际成本问题的

探究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思考数学人才

培养、导数函数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关系，促进课程思政

元素的有效渗透。

（六）借“他山之石”，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在数学分析课程学习中，概念是基础性教学内容，也是相对

“易学难精”的知识。为了提升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应用能力，教

师要重视对先进教学经验的借鉴，借“他山之石”，完善数学分

析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追求真知的精神。比如，笔者借鉴历史学

科中的史料教学，将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史

料引入课堂，以其为载体引入课程思政，促进了学生求真、求知

意识的有效提升，使他们在数学概念学习中表现成极强的探究欲

望，逐渐摆脱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刘徽在《仇章算术注》

提到，自己认为每一个具体的正多边形的面积都接近于所求的圆

面积，而且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时，其面积就越接近圆面积的精

确值，所以尝试基于圆内接正多边形计算单位圆的面积。刘徽所

提出的这一猜想有不准确之处：将圆分割成正多边形时，并不能“以

至于不可割”，而是永远的“可割”，无论如何增加多边形的边数，

均无法实现“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受到时代所限，他未能

完成“有限”到“无限”的转变，但是他所提出的设想与计算方

法在当时的运算水平下，已经可以正确计算出圆内接正 3072 边形

的面积，而且他追求真知的精神、理解圆形面积的过程也为学生

理解微积分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结语

总而言之，思政教育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成败、人才培养质量

的高低，以及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给予学生正确的思想引导

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数学分析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课

程思政教育的渗透，通过教学资源的创新应用与对先进教学经验

借鉴，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到教学内容与过程，让学生在掌握专

业知识的同时，也实现价值塑造。

参考文献：

[1] 谢倩倩，王磊 . 新时代背景下数学分析一流课程创建路径

探析 [J]. 科技视界，2022（1）：68-70.

[2] 邓宇龙，张建国 . 数学分析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

以高阶导数的教学为例 [J]. 高师理科学刊，2022，42（01）：83-

87.

[3] 李彦 . 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分析”的教学实践探索 [J]. 中

国电力教育，2021（S1）：215-216.

[4] 殷红燕，夏永波，龙爱芳 . 新工科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教

学改革的探索 [J]. 科技风，2021（28）：19-21.

[5] 梁晓军，王瑞婷 . 课程思政在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

原则 [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1，29（04）：145-148.

[6] 邢妍，郑治波，尹康平 .“课程思政”视域下“数学分析”

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J].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2，31（3）：6.

[7] 汪文帅，张瑞，王旭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

实践 [J]. 科教导刊，2021（17）：3.

[8] 陈甜甜，吴霞，龙志鹏 . 思政元素融入数学分析课程教学

的研究与实践 [J]. 科教导刊，20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