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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 
唐玉霞 

（四川省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到各学科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从而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

任务。因此，作为一名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和教育目标，积极探索如何将“课程思政”与所教学科进行有效融合。在高

职院校中，《高等数学》是一门相对较为基础的课程，其教育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严谨的学习习惯，从而有效

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进而为今后的各门专业课程学习以及步入社会奠定重要的基础。对此，笔者以高职院校的《高等数学》为例，

探索在该学科具体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旨在此与广大的教师同仁共同探讨，以有效促进二者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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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的提出，有相关的研究指出，在各

学科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能够使得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在潜移默

化中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促进学生创新意识、思维的不断提升，不断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1]。《高等数学》作为一门相对较为基础的课程，

在高职学生入校时往往便已开始授课。由于授课的对象均为刚刚步

入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其授课人数众多，学时也相对较长，因此在

该门课程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2]。另外，

大学与既往学生接受的义务教育有所不同，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与

空间，其面对的挑战与机遇、诱惑等也均较多，如果学生不能够坚

定信念，不具备良好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则容易在遇到诱惑时迷失自

己，因此在此期间接受“课程思政”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3]。有研

究指出，在《高等数学》这一基础学科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能

够将一些基本的政治常识、道德规范、品德修养等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教学中，从而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使其能够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和价值追求，不断增强其民族自信与归属感，而且还有助

于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生活态度，培养其科学的求真精

神，从而使得学生德才兼备、专业扎实[4]。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

中实施课程思政，能更好地发挥课程育人的功能，基于此种情况，

笔者开展此项研究，针对现阶段《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以

及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予以分析，并提

出了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几点策略，现进行如

下报道。 

一、现阶段《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更

新，教学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进而使得学生对于《高等数学》课

程的学习兴趣有了较大的提升[5]。但学习好并不代表学生素质高，

而且现阶段的《高等数学》教材版本有很多，内容也在随着教育教

学理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但却很少涉及到爱国主义、政治思想等

相关方面的内容。加之，部分的教师单纯侧重于对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忽略了对学生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关注，从而使得《高等数学》

这一课程并未让学生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一些思想政治知识以及人

生哲理，反而还会生出学习《高等数学》无用的想法。 

二、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虽然各大高职院校中包含较多的专业，但《高等数学》往往是

刚刚步入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还是后续部分专业课程

的重要基础课程，其涉及到的授课对象较为广泛，且课时往往较长，

因此在《高等数学》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
[6]。另外，《高等数学》中所包含的知识相对以往学习的数学知识更

加抽象，逻辑更加缜密，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学习起来具有一定的

难度，这也是使得部分学生对《高等数学》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之

一，在此门课程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能够将一些思政元素融

入进枯燥的数学知识中，将智育与德育二者进行充分结合，从而更

好地激发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

科学态度、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三、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 

（1）教师要提高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自身

“课程思政”能力 

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者，教师本身的思政意识和素养与课程思

政的开展、落实和实施效果紧密相关。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熟练

掌握教材内容，而且还要充分认识到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实施“课

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进而提高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在此

基础上结合相关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不断改进自身的教育教学模式
[2]。另外，教师还要不断提升自身“课程思政”能力，充分的将教

书与育人相结合，在做好教师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校内外针

对“课程思政”实施策略方面的相关培训、讲座等，学习新型的教

育教学模式与手段，与此同时，教师之间也要增强教研活动的交流

学习，从而促进“课程思政”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实施[7]。

例如，教师要不断研究和创新思政元素和《高等数学》教学内容进

行有效融合的形式与方法，从而将思政教育贯穿于课堂之中，以润

物细无声的形式达到教育目的，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良好的三

观，培养其道德行为与科学态度。 

（2）充分结合教材内容，深入挖掘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

素 

在《高等数学》这一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并

不是机械地强行插入，这样不仅仅会破坏教学思路，也不利于学生

学习，而是应该充分结合教材内容，在教师深入挖掘教材中的“课

程思政”元素基础上，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

价等方面进行教学渗透，让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思政教育[8]。

定义、定理等是数学中较为常见的知识，虽然其表现形式往往较为

枯燥，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对一些

定义、定理等开展教学时，可以穿插着为学生介绍其所产生的时代

背景以及数学家的精神等，从而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有效

实施“课程思政”[9]。举例说明，在对“极限”相关知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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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教师可以首先为学生介绍中国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通过

这一案例讲解，让学生们了解“极限”的发展与经历，从而体会“极

限”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在为学生将其“极限”的概念以及相关知

识。通过这样的教学，让学生们深刻感受到数学家的精神与态度，

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对其自身的心性、品格进行

有效的培养与提升[10]。另外，还有一些数学公式和定理是以数学家

的名字进行命名的，如泰勒公式、费马定理等，在对其进行讲解时，

教师可以为学生们讲解这些数学家为了这些数学成果所付出的努

力，以其感染学生，使得学生能够不断坚定理想与信念，并为了其

不断努力与付出，有效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11]。 

（3）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展开相关教学，将“课程思政”进

行细化 

有相关的研究指出，在既往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遵循从

定义到性质，再到定理证明的模式，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往往感

到枯燥，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还会出现由于数学知

识枯燥而导致厌学情绪，这无法使得教学效率与质量得到有效的提

升[12]。因此笔者认为，开展生活化教学，即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展

开相关的教学首先能够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

有效提升学生将所学高等数学知识运用于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在此基础上，将“课程思政”进行细化，融入进生活化教学

中，便能够在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的基础上，达到贯彻落实“立德

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使得“课程思政”发挥出较大的作用[13]。

举例说明，在对“连续”的定义进行讲解时，以气温的变化、植物

的生长等作为课堂案例，从而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的同时，明白

个人成长和知识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对“曲

率”进行讲解时，以高铁过弯道等作为课堂案例，同时为学生讲解

一些中国高铁完全知识产权，进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家

国情怀[14]。 

（4）在课堂教学之外兼顾课堂管理，处处落实“课程思政”

理念 

“课程思政”不仅仅只体现在具体的知识教学中，而且还体现

在教学之外的课堂管理中，因此作为一名教师，为了在《高等数学》

教学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要处处落实“课程思政”理念[15]。俗

话讲：“小细节、大问题，小细节、大人生。”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

要强化课堂纪律要求，严格监控和管理教学运行和学生的学习情

况，从而帮助学生在细节之处消除懒散作风，强化其遵纪律、守规

则的行为。而且教师也应该严于律己，用自身的一言一行对学生起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16]。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高职院校中的一门相对较为基础的学科，《高

等数学》往往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课程，因此也成为了在高职院校中

有效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作为一名教师，要充分认识到

在学科教育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其能够达到

育人的目的，通过提高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自身

“课程思政”能力；充分结合教材内容，深入挖掘教材中的“课程

思政”元素；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展开相关教学，将“课程思政”

进行细化；在课堂教学之外兼顾课堂管理，处处落实“课程思政”

理念等相关的策略将“课程思政”有效实施在高职《高等数学》的

教学中，有效发挥其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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