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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数学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对策研究
于　海

（江苏省扬州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高职数学教师需要认识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作用：课

程思政不仅是立德树人教学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开展育人全过程

的重要途径。在实际的课堂实践中，笔者注重从高职数学课程思

政教学现状、意义以及策略三方面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如有

不足之处，希望可以得到广大同仁悉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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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指出：思想观念与各门课程的教学中趋于主要地位。任课教

师需重视思想教育，需要以学科教育为借力点发挥立德树人的作

用，构建出具有个人学科特色思想教学模式，让学生汲取思政精

神营养，获得正确的思想道德意识，承担起个人的社会责任，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了响应

上述内容，笔者从高职数学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对策的角度研究，

希望可以为推动思政课程的发展添砖加瓦。

一、高职数学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高职数学在教学中所处的位置：首先，高职数学是学生在大

一期间必须修的一门公共课程。其次，高职数学是学生学习本门

专业课程的基础性科目。最后，思想教育教学的重要课堂之一为

数学。但是，在开展思政与高职数学教学的融合时，部分学校受

到升学率的影响，以提升学生的专业就业率为一切行为的导向，

而不是让学生形成思维的习惯，导致他们在数学学习中并未形成

科学的思想政治观念，造成数学思政教学效果差的局面。对此，

笔者侧重从实践教学的角度，解决上述问题，发挥高职数学教学

在思政思想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二、高职数学课程思政理念渗透的意义

（一）符合时代的发展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若干意见》指出：各学科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公共

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注重将思政教学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始终，

让学生真正在思政学习中获得文化素养、科学素养以及综合职业

能力的提升，成为具有发展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为了适应

时代的发展，高职数学教师有必要将思政知识融入到高职数学教

学中，挖掘数学教学中的思政因素，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受到正

确思想的影响，促进他们政治素养的提升。

（二）响应政策号召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课

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是‘十大育人体系’中的重中之重。各科

教师在开展思政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本门课程的特点，优化课

程内容的设置，融入思政知识以及元素，充分发挥思政育人的作

用。”为了达到此种目的，高职院校的数学教师需要深入挖掘高

校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实现思政数学教学的完美融合，让学生真

正在学习中获得正确的政治观、思想观和行为观，充分发挥课程

育人的积极作用，响应国家相关政策的号召。

（三）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在构建思政化的课堂时，教师一方面需提炼数学内容，一方

面又要让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接受并执行思政思想，进而使他们真

正感受到思政思想的正确性，并将其融入在生活学习中。在此之

后，教师需要让高职学生交流思政思想学习以及实践的真实感受，

让他们真正在高职数学学习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

三、高职数学课程思政理念渗透的策略

（一）“恰到好处”地融入思政元素

在高职数学教学课堂开展思政教学，教师需要避免顾此失彼

的情况，寻找思政内容与高职数学教学内容中的结合点，开展隐

性化的思政授课模式，让学生在高职数学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受到

思想品格的影响、价值观的塑造，引起他们心灵的触动，真正将

课程思政教学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

1. 借力中国数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其中的数学

文化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此，高职数学教师可以借力

中国数学文化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我国在数学知识方面的建树，

激发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让学生受到数学家优秀品格的影

响，促进他们优秀品格的塑造。

例如，教师可以引入《九章算术》中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我

国的数学发展史，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比如，我国在方程组

的解法比欧洲国家早一千年；我国著名科学家杨辉提出的杨辉三

角比法国学家早四百年；祖冲之提出的圆周率的计算方式比欧洲

早一千多年。在近现代史上，教师可以举出著名的数学家，比如

陈景润、华罗庚的故事，让学生真正为成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与此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我国的数学家取得成功的原因，

让他们真正在数学家的身上学习可贵的品质，比如顽强拼搏、一

丝不苟等，促进学生优良品格的形成，即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开

展思政教育。

2. 借助数学思维，开展思政思想的渗透

在数学解题过程中，教师发现很多解题思维与思政思想具有

一脉相承的特点。这也为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理念提供了契机。

为此，教师可以深入研究数学解题思维，并以此作为开展思政思

政渗透的借力点，开展“悄无声息”的思政授课。

具体教学思维渗透可以参照以下方面：方面一，数学推理题。

教师可以借助数学推理题考查学生的思维逻辑性，让他们在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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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环的解题思路中逐渐养成一丝不苟的思维品质，意识到凡事

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方面二，计算练习题。通过开展数学练习题，

教师既让学生在计算的过程中更为认真，又使他们真正懂得严谨

做事的重要性。方面三，微积分题型。教师在开展微积分中的定

积分和倒数教学中可以让学生通过观看数与形的对应关系，让他

们懂得转化思维的重要性，加深对哲学中联系思维的认知深度。

方面四，极限题型。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解答极限题型的过程中更

为深入地理解哲学中的“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实现思政的

隐性渗透。

3. 巧借数学内容，增强教学的哲思性

“哲学像空气，无时无刻与人们相伴。”高职数学教师需要

张开发现的眼睛，从哲学的视角解读数学内容，并让学生不仅在

理解数学知识的同时加深对人生的思考，而且还能获得正确的价

值观，增强数学教学中的哲思性。

为此，教师可以尝试借助以下数学知识点渗透哲学知识。知

识点一，函数单调性知识。教师可以在开展函数单调性知识的教

学中渗透量变与质变的哲学知识，即引入零点九的三百六十五次

方，让学生通过数字的变化懂得“每天退步一点点，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退步很多”的道理。知识点二，函数极值知识。在讲解

函数极值的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绘画函数的凹凸性图像，让学

生感受到数字与图形之间的转化之美的同时，懂得“要想攀上一

座新的高峰，需要走入谷底”的道理，让他们真正懂得“放弃”

与“得到”的辩证关系。知识点三，定积分知识。在讲解定积分

知识在几何中的应用题型时，教师可以引入赵州桥，让学生计算

桥拱形的面积，并介绍赵州桥的建造过程，真正使他们感受到我

国古人的工匠精神，被他们的坚强毅力以及创新精神感染，促进

学生正确思想意识的形成。

（二）构建教学方法与课程思政的融合点

不同的教学方法会有不同的特性。在运用教学方法授课的过

程中，教师需要借助各个方法的特性，构建教学法方法与课程思

政教学的融合点，让学生在融入相应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多一些思

考和感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政教学，促进思政教学质

量的提升。

1. 以生活化案例为切入口，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是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数学教学中，

教师借助生活中的案例，可以让学生在解决这些案例的过程中逐

渐认识到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性，逐渐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促

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以“导数”知识为例，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跳水运动员郭晶

晶的跳水视频，并提供相应的数据，让学生分析在某一瞬间郭晶

晶的跳水速度，加深对导数概念的认知，提升他们学以致用的能

力，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又如，以“微积分方程”为例，

教师举出法医确定死者死亡时间的案例，让学生结合此部分知识

点做一回“法医”，培养他们的知识应用意识的同时，让他们从

将法医看成神的观念转化成科学认识法医实际行为的认知，促进

学生实事求是思维的形成。

2. 采用启发教学法，让学生认识事物发展的原因

在哲学上，事物的发展一方面来源于事物自身的特性，即为

内因，另一方面来源于外部因素的“催化”，即外因。在启发教学中，

教师可以采用内外因结合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在教师的启发下（外

因），主动加入课堂学习中（内因），充分发挥内外因的合力，

提升高职数学教学质量。

以“导数的概念”教学为切入口，教师让学生思考“平均变化率”

和“顺势变化率”的不同点，并积极地运用外因（与学生互动，

进行启发式提问），让他们在一步步地探索实践中深入理解此部

分概念的同时，适时地讲解内外因的辩证关系，使他们真正深入

认知事物发展的原因，从而进行隐性化的思政思想渗透，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事物发展观。

3. 使用实践教学法，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正确意识

高职数学教师要让学生养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的思维方式，并通过实践的方式求证知识的合理性，使他

们真正意识到实践的作用，促进学生实践观念的形成，获得良好

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以“数列极限”教学为例，教师让学生通过画图的方式，观

察数列随着数值的变化，而引起的图形变化，加深他们对数列极

限知识的认知。又如，在讲授“导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引入

数学模型，让学生在建模的过程中立足实际，解决数学问题，获

得正确的意识。

（三）开辟思政课程“新平台”

在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可以与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小

组式的数学竞赛，让学生在克服数学问题中，打磨个人的心智，

增强个人的毅力，使他们在解决开放性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从不同

的角度解决数学问题，增强学生思维的创造力。通过开辟思政课

程“新平台”，教师让学生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促进思政思想

的渗透。

总而言之，“学习知识容易，学习做人难”，教师在数学教

学中需要让学生学习知识的同时，向他们阐述相应的道理，并侧

重借助思政课程的力量，让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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