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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课程思政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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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值分析课程是高校理工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基础课，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十分必要。本文从数学

文化、工程实践等不同的视角挖掘数值分析课程中的中国元素，展示中国科学家的卓越贡献，弘扬科学家精神，建立数值

分析课程思政素材库，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上述课程思政要素突显了中国元素在数值分析课程教育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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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明确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

个环节，全面推进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对于理工类专业

课程，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提升他们对

事物的科学认知和科学素养，同时鼓励学生不断探索、追

求真理的精神。

在教学中，我们将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数值分析课程的理

论知识有机结合，向学生传播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积极探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教育

改革，以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目标

1　数值分析课程特点及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可行性

数值分析，亦称为计算方法，是我国高校数学专业的核

心课程之一，同时也是工科研究生的重要学位课程。数值

分析不仅具备传统数学的高度抽象性和严密性，又有广泛

的应用性与实际实验高度技术性的特点[1]，这使其在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编程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理工科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学基础课程，数值

分析的受众十分广泛，因而在推进思政教育方面具有良好

的条件。在数值分析课堂引入课程思政，已有不少探索性

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闵杰等从多层次挖掘思政元

素，提出课程思政建设的七个方面内容[2]。张建华等根据“

新工科”背景下对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从多个方面分析了

课程现状，并提出了课程改革方案[3]。本文挖掘数值分析课

程中的中国元素，建立既能立足于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

又能够在价值观上引领学生的思政素材库。

2　从数学文化视角挖掘课程的中国元素

中国古典数学有很长的繁荣时期，分别在两汉时期、魏

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经历了3次发展高潮，在这些时间

研究的数学理论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

术、正负术、割圆术、大衍求一术等都体现了通过数值算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启蒙思想。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也极

大地促进了数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在讲解减少数值计算中误差的原则时，重点介绍减少运

算次数的典型案例——秦九韶算法。该算法是我国南宋时

期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于1247年首次提出的。秦九韶算法

在国外文献中常被称为霍纳算法，是以英国数学家威廉.乔

治.霍纳命名的，其实霍纳的工作比秦九韶晚了600年。秦

九韶算法体现了缩减技术的设计思想，具有结构递归和规

模递减的特点[4]，对学生理解直接法、递归结构以及缩减技

术的设计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九韶的代表作《数书九章》标志着世界数学在中世纪

达到的最高水平。其中“大衍求一术”是解一次同余式组

的一种方法，于1852年由英国人伟烈.亚力介绍到西方，相

继被译成德文和法文，从而使中国独特而古老的算法受到

世人瞩目。“大衍求一术”的原理实际上与德国数学家高

斯于1801年发表的一次剩余定理一致，故被命名为中国剩

余定理。“大衍求一术”领先西方的剩余定理500多年[5]。

在讲解插值法的历史时，介绍我国隋代天文学家刘焯

在编制的《皇极历》中创造性的提出等间距二插法。唐代

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中运用了三次内插法，

即“平立定三差术”。刘焯的二次内插法，早于牛顿1000

多年，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也比牛顿内插法早近400年[6]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鉴》（1303年）中提出

了高次内插法,即“招差术”。在牛顿著作中1676年才出现

招差术的普遍公式，朱世杰的成果早于欧洲同类成果350年

以上[7]。内插法是计算数学中的常用方法，我国从西汉到

元初，由于历法推算的需要，使内插法不断得到应用和发

展，朱世杰把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

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计算数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讲解高斯消元法时，强调我国早在2000年前就有求解

线性方程组的思想。《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1

世纪），刘徽重辑《九章算术》是在公元263年。《九章算

术》第八卷“方程术”中就有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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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德国数学家高斯生活的年代。《四元玉鉴》中朱世杰

用消元法解高次方程是世界上最早运用消元法解高次方程

的例子。

在讲解非线性方程数值解时，介绍《数书九章》中的秦

九韶算法，即“正负开方术”，并与牛顿迭代法做比较。

虽然秦九韶算法相比于牛顿迭代法的收敛速度较低，但其

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其中对方程不断进行缩根、减

根、扩根变化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8]。秦

九韶算法发布于1247年，牛顿迭代法发布于1736年，两种

算法对现代算法都起到了引导和启发作用。

3　从工程实践视角挖掘课程的中国元素

数值分析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实践性学科，数值计算方法

广泛应用于求解科学与工程中的相关问题，在求解许多实

际问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学

科前沿成果，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习兴趣。

基于插值法的曲线曲面造型方法已成功应用于3D打印，

并在医疗和建筑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未来研究可以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曲面质量，提高造型效率，

并探索更多实际应用场景。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预

测复杂结构的最佳打印路径，从而减少打印时间和材料浪

费，这将为个性化定制提供更多可能性。此外，建筑领域

可以通过智能算法生成更加节能和环保的建筑设计方案，

推动可持续发展。

嫦娥飞船着陆轨道的设计，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都是非

线性方程组数值算法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具体应用。非线性

方程组在嫦娥飞船着陆轨道设计中的应用涵盖了从初步建

模到实时控制的多个方面，是确保着陆成功的关键技术之

一。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依赖于多个卫星信号来确定用户的

位置。定位过程通常涉及到非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随着技

术的发展和算法的优化，非线性方程组的求解能力将进一

步提升，为北斗系统的精确定位提供更强大的支持。通过

这些最新的科技成果来激励学生勇于奋斗，培养他们不断

创新的科学精神。

4　从情感视角挖掘课程的中国元素

1946年，计算数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上世纪50

年代开始，数值分析方法被应用于水利、气象、交通等领

域，帮助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老一辈的数学家华

罗庚、冯康、石钟慈等人为我国计算数学的建立和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将“大规模科学

与工程计算”列入国家资助重大项目。

华罗庚，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他在数值分析的基

础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数值逼近和数值解

法领域。他提出了华罗庚多项式，并研究了其在函数逼近

中的应用。此外，华罗庚在非线性方程的求解上发展了多

种数值解法，包括迭代法和优化算法，极大丰富了非线性

问题的求解手段。华罗庚不仅关注理论研究，还强调数值

分析方法在实际工程和科学问题中的应用。他推动了数值

方法在气象、航空、航天和流体力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证明了数值分析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性。

冯康，中国计算数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提出的

辛几何算法已在天体力学、分子动力学、大气海洋数值模

拟等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1994年我国设立“冯康科学计

算奖”就是为纪念冯康先生对中国计算数学事业的杰出贡

献。同时，冯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也为后续的数学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其辛几何算法

的基础上，探索更多跨学科的应用，从而进一步拓宽科学

计算的边界和深度。

通过介绍著名数学家的事迹，旨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增强爱国情怀。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当代数学的发

展，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通过实际案例，

让他们认识到民族自豪感不仅源于历史，更体现在当下的

努力与成就中。

5　结语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近代数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并没

有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造成了数值分析教学及课程思政缺

乏中国元素，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通过引入古

代数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丰富课程内容，还能激发

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文化自豪感。希望在未来的教学中，

能够不断探索与实践，将思政教育与数值分析课程深度融

合，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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