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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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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课程思政”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的改
革进行了研究，通过把中国优秀文化中凝练出的数学思想引入教学过程，将数学建模实践课程引入课堂
教学，通过录制数学文化微视频等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最后对“课程思政”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课程思政；高等数学；教学方法

DOI: 10.18686/jyfzyj.v2i12.33117

1.3 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认识不足
高等数学的授课对象主要是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刚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一般开设的都是通识课程，学生

刚刚走进校园，课外各类活动相对较多，无论是课堂还

是课外学生付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之对高等数学课程

的认识不足，导致学生一般都是应付考试。可以说，学

生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认识不足，导致了“课程思

政”融入高等数学课程的效果较差，“课程思政”教育效

果不太理想。

2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方法

2.1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课程教学过程中，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将高等数学 PPT课件中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每章一个主题，在页眉区和

页脚区填入相应的教育内容，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比方说将兵团精神、新疆精神、胡杨精神等增

加到 PPT中，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2）函数概念的讲授。将函数概念的时候，以台湾
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胡雪岩的启示”

中对人生理解来介绍函数，曾仕强教授讲到胡雪岩人生

的人生曲线图，并且告诉大家期望的人生函数曲线，通

过引入这个故事，把函数图像和人生曲线图联系起来，

让同学们理解函数概念，理解人的一生就是为自己画了

一条人生函数图像，进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3）极限思想的讲授。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很多
诗句体现了高等数学的某些意境，如“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体现了极限的思想，诗歌的比喻如此

恰切，其意境把枯燥的数学语言形象化了。将古代优秀

诗歌引入，让大家理解古代诗歌意境中的数学思想，以

此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4）函数极限概念的讲授。在极限的讲授过程中，
将三国时的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割之弥细，所

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

无所失矣。”的极限思想和方法引入，让学生了解我国古

代科学家的聪明和智慧，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主动传承中华民族的

为了贯彻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国内各高校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课程思政”建

设项目，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每一门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本论文依托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示范团队项

目，通过高等数学课程课堂教学手段创新，全面梳理高

等数学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其融入课程

教学中。通过把中国优秀文化诗词文化中凝练出的数学

思想引入教学过程中，将数学建模实践课程引入教学，

通过录制数学文化视频等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 “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专业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不强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团队建设，

2018年 9月，组建了一支由 12名教师组成的高等数学
“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其中副教授 4人，讲师 6人，新
老师 2人。主讲高等数学 A、高等数学 B、高等数学 C
等课程。传统的高等数学授课过程中主要是以数学知识

的讲解为重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辅导员，思想政

治老师的工作，和自己课程无关，学校也没有要求老师

们在授课过程中加入“课程思政”元素，导致了老师们

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不强，没有主动在讲授课程中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没有用好高等数学这块阵地，也没有

真正的全方位展开高校育人工作。

1.2 挖掘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元素能力不足
高等数学课程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将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程中还是一个新课题，

很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没有认真思考，并且将思政元素

和课程知识点有机结合的能力不足，主动性不够，导致

在讲授过程中不知道怎么结合，没有教学案例可以参考。

因此长期以来老师们依旧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授课，“课

程思政”元素融入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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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5）函数导数的讲授。在导数的讲授过程中，可以
将导数在国防事业中的应用融入到授课过程中，从导弹

的运动轨迹和改变导弹运动方向等展开，让同学们联想

到“两弹之父”钱学森，进而讲解钱学森的爱国故事，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6）函数积分的讲授。在讲授定积分的时候，将我
国古代科学家祖暅原理引入。祖暅在求球体积时，使用

了一个原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思是两个同

高的立体，如在等高处的截面积恒相等，则体积相等。

定积分思想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中得一些体积问题，通过

中国古代科学家求体积的思想介绍，培养学生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2 数学建模实践课程引入课堂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数学建模思想，以数学建模实验

室为基地，数学建模竞赛为平台，把职业素养教育同课

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工匠

精神教育，使高等课程教学的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知

识、锤炼心志和养成品行的过程。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数

学建模等学科竞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动

手能力和科学精神。

2.3 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录制数学文化微视频
组织教学团队的老师以数学故事、数学文化、数学

名人、数学问题等内容，录制数学文化微视频，依托高

数 ABC微信公众号平台，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
造美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兴趣。

3 “课程思政”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的建议

通过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深化了

教书育人内涵，挖掘了高等数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等数学教育教学全过程，完善

了课程育人体系，满足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需求，在具体

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3.1 修改和完善教学大纲，加入课程思政元素
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

中增加“课程思政”目标，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根

据“课程思政”目标设计相应教学环节，并将“课程思

政”元素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任务中。同时修改高等数学

教学课件，将教学课件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让学

生在学习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3.2 加强经典案例撰写，推动教学案例的推广的
辐射
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总结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

育效果好、学生反响佳的教学案例，形成参考性强、推

广价值高的“课程思政”典型案例，为提升课程育人效

果提供参考借鉴。本教学团队围绕极限的概念、导数的

定义和定积分的定义等三个知识点，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形成了三个教学效果较好的教学案例，在教学团队中进

行推广。

3.3 引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推动实践教学的
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展第二课堂，引入数学建模思想，

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让学生在竞赛中提升自己，

让学生在竞赛中培养职业素养和科学精神。本教学团队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数学建模思想，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

类数学建模竞赛，并多次获得国家奖，以实际行动推动

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发展，培养了学生的品质，

磨炼了学生的意志。

3.4 组织学生开展高等数学沙龙活动，增强学生
学习的动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开展教学沙龙活动，鼓励学生探

讨数学问题，开展数学讲课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逐步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沙龙

活动，在课外时间让学生开展了讲课比赛活动，颁发了

“高等数学学霸”奖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团队老师充分利用智慧树和钉钉网络平台，采取钉钉上

课、智慧树作业、微信公众号教学资料辅导、快手平台

在线答疑等多方位的授课模式和在线活动，受到了学生

的一致好评，目前高数 ABC公众号和快手平台录制的视
频点击量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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