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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的途径研究 
王建芳  毛丽霞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  710026) 

摘要：“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战略举措。文中根据高职数学学科和学生特
点，探索出实施“课程思政”的几种有效途径，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融合，达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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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等教育之本
在于立德树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
治资源，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思政
教育应是全体教职人员的共同职责，各门课程都需与思政教育相结
合，共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真正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这也
是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高职数学属于一门公共基础课，要遵循基本科学教程，更要以
遵循学生发展为原则。作为一名教师，必须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向
知识、能力与价值观引领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坚持教书与育人
相统一，不仅要教给学生理论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因此，教师必须对“课程思政”切入点认真思考并研究，在教
学中深度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真正做到立德树人，三全
育人的目的，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1.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 
“思政课程”强调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系统的课程体

系，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思政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等方式，将社会
主义主流价值观及道德规范传授给学生，是一种显性思想政治教
育，与“课程思政”有着本质的区别。 

“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教育，不是“课程”和“思政”的简
单相加，它强调“盐溶入汤，润物无声”的特征，与“思政课程”
的显性教育不同，它是集“大思政”理念与“隐性教育”理念于一
体，致力于拓展各类课程的育人作用，挖掘各类课程本身所蕴含的
思政元素，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育人的效果。它采取一种比较
潜隐的形式渗透于各类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构建全员、全程、
全课程育人格局为目标，让学生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主流价值观念的
熏陶，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引领的统一。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虽不同，但其本质涵义都在于强
调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着共同的课程目标，因此，可以将
二者有机结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培养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课程思政融入的有效途径 
高职学生基础普遍薄弱，对数学学习兴趣低，课堂接受度不高，

影响了课堂的教学效果。因此，要做好数学“课程思政”，必须要
深度挖掘这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并潜移默化的融入课程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体现隐性教育特征。根据多年的经验和
对数学学科的认识，我们从“学生日常小事”、“课堂教学内容”、“数
学文化”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
育，培养严谨态度，激发学生爱国情怀，激发辩证思想，增强学生
思辨能力，提升数学审美，达到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2.1 从日常小事入手，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针对学生上课迟到和旷课现象，教育学生要有规矩，工作中更

要严格履行契约。从学生遵守课堂纪律和认真听课入手，教育学生
尊重他人劳动付出。对于做题没过程，只有结果的学生，教育学生
学习数学要注重严谨性，有理有据，做人做事更要有严谨的态度，
例如法官不取证直接给犯人判刑，大夫不问病因直接开药，宇宙飞
船不经无数次实验直接上天等，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举
身边生活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做人做事态度，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和数学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思维严谨、工作求实的作风。对于抄
作业应付差事，考试作弊的学生，采取针对性的交流，教育学生要

务实、讲诚信，诚信是每个公民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要求学生养
成诚信、守法的良好品质。总之，从日常小事入手，促进思政教育，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诚信守法的品格，给学生传递正能
量，引导学生爱国，把养正家国情怀落到实处。 

2.2 从教学内容入手，增强学生思辨能力 
“课程思政”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具有隐性教育特征。教师应当深度理解“课程思政”的重大意义，
深入挖掘每个数学符号及各教学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认真做
好每堂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把“课程思政”工作认真贯穿于教
育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做中学”，体验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
潜移默化变化，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比如在学习函
数和极限内容时，可利用函数图像让学生观看线条变化，通过分析
曲线的上升与下降，周期的变化等特点，引导学生完善自我逻辑思
维，教育学生我们的学习和成长正如函数曲线变化过程一样，只有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量变到质变
的飞跃。在学习微分和积分时，通过微分“化整为零”和积分“积
零为整”的思想，让学生体会数学思维之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崇尚理性精神，增强学生辩证思维能力。 

2.3 从数学文化入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数学是一种文化，它用特有的数学语言和符号揭示着自然界的

变化规律，展现出数学的美感。我们可通过数学文化与“课程思政”
有机融合，让学生去感受数学之美，提升学生美学修养。例如在导
数概念导入环节，介绍知识背景和相关数学文化引导学生去发现，
通过变速直线运动瞬时速度和平面曲线切线斜率将问题统一归纳
为函数变化率，得出导数概念，体现数学的统一美。在学习“二阶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时，会用到欧拉公式，由此给学生插入
伟大数学家欧拉的故事。欧拉爱学习，爱思考，不畏惧权威，具有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
倦的奋斗精神。引导学生像欧拉学习，激励大家珍惜求学好时光，
迎难而上、学知识、长本领，将来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传道授业解惑中，引导学生树立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知识传授水到渠成、思政育
人润物无声。 

总之，“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是思政，但关键还是教师。教
师不仅要转变教育观念，更要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
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聪明才智，构建和谐的课堂氛围，对学生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正确引导和塑造学生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应用意识，把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融合于教学的全过
程，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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