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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逐渐成为教育热词，它符合素质教育的特征，不
仅要交给学生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与知识相应的品格和能力，
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很多教师觉得大学数学偏向理科，缺
乏思政元素，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学数学中也有很多思政元
素可供挖掘，需要教师基于思政创新或重构大学数学课程体系。

1　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以及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现状
1.1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教育背景下的重点突破方向，要求在各

个学科中都要挖掘思政元素，渗透思想教育，从“思政课程”
到“课程思政”深入转变，大学数学虽然是理科课程，渗透
课程思政教育不易，但同样有一定的思政元素可供挖掘，需要
教师善于发现，积极挖掘[1 ]。

1.2课程思政的特点
1.2.1 坚持学科完整性：在大学数学课程中展开思政教育，

要和课程特点紧密相关，不能为了思政教育任务而强行思政，
要致力于挖掘大学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1.2.2 坚持学生适应性：在渗透讲解思政教育的时候，要
明白学生的性格特点，一些学生容易对使整个教育不上心，教师
的思政教育容易左耳进右耳出，没有思政教学效果，也有一些学
生会对数学思政教育产生抵触清晰，反而产生不良影响，教师在
开展课程思政的时候，要注重学生的适应性，轻重得当。

1.2.3坚持思政隐性化：课程思政教育要内化于心、外化于
形，教师在展开思政教育时需要把握好尺度，有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不贴标签、不生搬硬套，不搞“高
谈阔论”[2]。

1.3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现状
1.3.1教师不够重视：一些大学数学教师对于课程思政不够

重视，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较为严重，并且大学数学课程相
较而言是较难挖掘思政元素的课程，一些教师得过且过，让课程
思政教育没有效果。

1.3.2未能构建系统：一些大学数学教师虽然对于课程思政
比较重视，但却未能构成系统，平时上课偶尔提一句，没有改革
数学教学课程，这样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也就不尽人意。

2　大学数学渗透课程思政教育的措施
2.1调整课程设置
课程思政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对

于高校来说，可以适当调整课程设置，比如说增设《数学文化》选
修课程[3]，主要内容即给学生讲解数学发展历史以及历史发展过
程中衍生的数学文化，给学生讲解数学课程中蕴含的美，讲解数
学家之间因为学术观点不同造成的恩怨和数学危机的史实，一次
来传播数学文化，增进学生的思想认知，例如在高斯在八岁时候
就质疑教师，发现数学定理，计算出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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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比如数增设《数学社会应用》课程，将数学在世界各行
各业中的应用选择典型进行说明，从而培养学生数学精神，让学
生理解数学的价值。

2.2创新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内容即挖掘大学数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要素，对于

教师来说，需要重视课程思政，深入钻研专业教学内容，明确课
程思政的特点，挖掘大学数学思政要素，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影响
学生，不贴标签、不生搬硬套，有的放矢的展开大学数学课程思
政，例如微积分求极限蕴含极限思维[4]，挖掘数学教学重点思政
元素，从而达到更好培养人才的作用。

2.3改革教材内容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数学课程教材也存在一定落后情

况，教材中并未包含太多思政内容，教师单人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
力量也是薄弱的，不如尝试从教材内容入手，归总多个教师力量，
集思广益挖掘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更多的思政元素加入到教
材中，以便教师开展思政教育时有法可循，有例可举。

2.4优化教学形式
在越来越注重学生自主学习的今天，在大学数学教学中优化

教学形式，尽可能多的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能够有效培养学生
的自主、质疑等数学学习精神，这同样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渗
透思政教育的一种形式，教师创设一些先进教学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在自主探究学习中逐步培养学生数学精神，
继承数学文化。另外，教师鼓励学生大胆展示，互相帮助，注意
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数学学习环境，渗透思政教育，也能够潜
移默化影响学生，让学生建立良好认知。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是在大思政背景下教育的根本要求，

强调在各个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大学数学课程虽然是理性课程，
可挖掘的思政元素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但也绝非没有，教师基
于课程思政理念积极挖掘数学思政元素，巧妙渗透，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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