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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数学类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系统探究
陈玫伊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199）

摘要：本文以高职院校的数学课堂为例，从爱国精神的渗透、育人思想的植入、职业素养的融入及哲学思想的体现四个方面探究高

职数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发挥数学课程的育人价值，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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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课程思政的概念之后，思

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思政课上，而是贯穿在教育教学全过程。

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

促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中提出相关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

紧围绕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在课堂教

学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统文化教育

等，加强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培养。高职数学

被定位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主要涉及到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

具体内容包含函数关系、极限、导数、微分、积分、行列式、矩阵、

向量、线性方程组等。这些内容十分抽象，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同时还会涉及到许多符号、公式、定理等。然而，很多数理知识

在一些专业课程、实际生活中都有所应用，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

哲理。因此，数学被看成是一门工具性的课程，隐藏着的思政元

素并不少，想要找准课堂知识讲解和思政元素的结合点，尽可能

地挖掘数学学科的内在价值和哲理，可考虑从以下几个点进行切

入。

一、爱国精神的渗透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高职数学课程的课堂教学过

程中可以融入爱国情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学生入校后的数学第一课，可以向学生介绍关于我国数学的

悠长历史。1983 年，湖北张家山西汉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

包含了数学著作《算数书》，共 190 枚竹简，共有题 69 道。大

部分算题的形成年代在秦代，甚至更早，其中已涉及到较多的经

济管理数学问题。《九章算术》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数学经典著

作，历来被视为算经之首，里面有很多涉及农业、贸易、工程的

问题。例如针对经管类专业学生开设的《经济应用数学》就可以

着重介绍其中第二章《粟米》，这章主要涉及农业经济问题以及

贸易经济问题。第五章《商功》，介绍了土石工程及体积的计算，

就更符合《工程数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在九章算术中有许

多数学问题都是世界上记录最早的，里面提出的勾股定理比西方

早一千多年提出。以上这两本古籍的存在都显示了我国丰厚的文

化底蕴，让人产生浓浓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除此之外，古代诗词、各类作品中也不乏数学思想的体现。

例如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在其《天下篇》中就提到“一

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唐代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

之广陵》中写道“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些内

容都蕴含了极限的思想，体现了数学中“无穷小”的这一概念，

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和数学思想的先进。

二、育人思想的植入

育人是教育的初衷，除了传授学生知识以外，更注重的是在

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坚定理

想信念，培养奋斗精神。

例如微分的概念，它是对函数的局部变化率的一种线性描述，

研究当自变量很小时函数的相应变化。三国时刘备临死前留下遗

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可以借用微分的概念

来进行理解。在这里积善就是量变，当善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引发质变。同样，一些微小的坏习惯

也有可能引发大的问题，即“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同时，微分的思想也可以告诫学生，凡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

一步一步地来，一点一点地累积，最终才能取得成功。

又例如极限，描述的是变量在无限变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

虽然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例如当我们进行决策时，可能有时候无法做出最精密无误的

方案，我们可以利用极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接近目标的方案。

同时，极限的概念也体现了一种态度，可以被理解为永远靠近而

不停止，可以以此引导学生在做人做事时，一定要勿忘初心，砥

砺前行，才能无限接近目标。

数学的发展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不管是翻阅中国的数

学发展史还是了解世界数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数学家

们的奋斗、坚持。通过引入数学家们的故事，了解数学的发展史

可以培养学生探寻未知、追求真理，增加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

攀登科学高峰。例如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刘徽，他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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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

了自己的创见，例如著名的“割圆术”。同时，刘徽也具有批判

精神，他指出了《九章算术》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进行改进，不

迷信权威，不盲目地踩着前人脚印前进。刘徽虽然地位地下，但

人格高尚，为了数学刻苦探求了一生。数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历

了三次危机，从无理数的出现，到极限理论的建立，再到悖论的

消除，每一次的危机虽然影响重大，更甚至于差点推翻整个数学

理论，但是在解决之后却把数学推向了更高的台阶。以此可以引

导学生要懂得危机和机遇共存，只要坚定科学的理念，正确的方法，

就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三、职业素养的融入

作为一门工具课程，数学被广泛的应用在各项专业和工作中，

例如会计、商贸、信息技术、工程等专业。例如会计专业在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培养要求时，旨在培养具有会计核算、纳税申

报、财务管理、会计信息处理等知识，掌握会计业务工作能力、

财务软件操作与业务财务云操作能力、财务分析与预测决策能力，

能够胜任会计、财务、出纳、审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应用型

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具有快速、准确的计算能力和运算技巧，认真、

仔细的工作态度，有独立的逻辑判断能力，严谨周密的处事行为。

而数学课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

态度，帮助他们感受逻辑、严谨、批判的数学思维方式，提高思

维品质，逐步养成运用清晰的思路，有条不紊地处理复杂的问题

的习惯。而针对会计专业开设的数学课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分

段函数的概念就可以以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为例。当收入处在不同

的区间范围时会对应不同的税率，因此想要表示收入和个税之间

的关系就可以以分段函数的形式来进行表示。通过数据的计算可

以直观地看到收入越高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越高，但反过

来却也说明了偷税漏税为何屡有发生。因此在讲解函数概念的同

时，更重要的是引导这些未来的会计人员们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规范，增强他们的职业责任感，告诫他们要有

良好的 职业素质，不得有损害职业形象的行为。

四、哲学思想的体现

线性代数作为高职数学中的重要课程，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哲

学思想。例如矩阵，在数学课程中它的概念是一个长方形的数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成绩统计表，车展时刻表、证券公布表等也

都可以归为矩阵的范畴。矩阵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繁琐的

数据或事物对象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重新进行排列表示，让人一

目了然。如果将矩阵的概念联系到日常生活中，首先它提供了一

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其次可以启发学生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被

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关系弄得晕头转向，抓住事物或对象之间

的内在联系才是关键。

在线性代数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对行列式、矩阵、向量、

线性方程组进行各种形式上的变换来进行分析、计算。虽然这些

对象在“外形”上有了不同的改变，但其本质从未改变，可谓“形

变质不变”。以此可以引导学生在看待问题时除了看“形”，更

得看“质”。不要因为“形”的不同而忽略“质”的统一。解决

问题时，在“质”不变的前提下找寻最合适的“形”，找到最优

方案。

在探究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时，还需考虑“时代感”。除

去以上提到的知识点及案例以外，尽可能地引入最新最前沿的话

题、案例，会更贴近学生当前的认知情况。例如载人航天工程在

开展航空照相，把模糊的相片恢复的过程可以转化为线性方程组

的问题。因此可以结合最新的神州十三号的顺利升空和运行来引

出关于方程组求解的问题。

1959 年 5 月，华罗庚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哉数

学之为用》，提到“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

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

它肯定了学习数学的重要意义，它不仅给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和工具，同时也赋予我们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我们的思维方

式更严格化，养成有步骤的进行推理的习惯，同时培养我们的意

志。不难看出数学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意义重大。作为教师，

要做的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除了传授数学知识，提高学生的数

学素养以外，也要充分发挥育人的价值，关注学生在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同时

注重综合素 质的培养，   培育文明学生，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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