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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数学教学问题及对策 
薛珊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高职高等数学课程在高职人才培养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本文

立足课程思政理念，从数学史、数学美、教学内容时代性三个方面分析了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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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 train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Mathematics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mathematics history, mathematics 

beauty and the modernity of learning content, and gives th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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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那么如何做好课程思

政，如何将各类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高等数学是高职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首先，课程开设时

间一般为大学一年级，是学生刚踏入大学，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

键期。其次，高等数学的课程性质决定了它的开设对象几乎是全部

的理科和工科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范围广泛。以上两个特点，

决定了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重要地位。 

然而，高等数学由于其逻辑性、抽象性、连贯性强，而高职学

生入学时数学基础普遍较弱，根据笔者经验，近些年统招生高考数

学成绩大部分集中在 70 分左右，根据生源的多样性，其他生源数

学基础往往比统招生基础差。数学基础弱，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

学习兴趣低，进一步造成学习效果差。那么如何提到高职学生对数

学课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是教学面临的一个难题。而课程

思政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向[1-3]。 

一、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讲解概念不重视历史来源及意义 

教师在讲解概念时，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如何把概念讲清楚、讲

透彻，而忽略了概念的历史来源及意义，使得学生感受到的数学是

冰冷的，没有生命力的，是一堆数字、符号、公式和定理的累加。

这样的过程只能称之为教学，而不能称为教育。 

比如，在讲定积分的概念时，我们往往首先提出引例：求不规

则图形的面积、求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从而引入定积分的概念，

然后讲解概念，强调概念中分割、近似代替、求和、取极限的思想。

这种讲解方法，学生在配合教师的情况下，能获得导数概念的知识、

训练导数概念所蕴含的数学思维方式，但缺乏情感、缺乏数学的整

体视角、缺少灵魂，学生很难主动喜欢上数学，但凡一个知识点理

解不了，没有强烈的内动力驱动学生思考、钻研，从而很可能造成

学生对这个知识点的放弃，而数学的连贯性特点决定了一个知识点

的缺失会造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后续知识很难再听懂。 

2.教学过程缺乏发现“数学之美”的引导 

通过笔者十几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谈到美，学生很难和数学相

关联，大部分学生认为数学和美是完全无关的。这是因为在数学的

教学中，教师把大量的精力用在研究如何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讲的尽

量具体化、使学生能够听得懂，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教师把所

有的精力都用在研究难题、研究如何讲使学生能够更容易明白，而

不去思考如何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美，那么大部分学生对数学的印象

就只剩下难、枯燥，学习数学只是为了学懂数学知识、征服难题、

得到好的成绩。这样的学习是很难获得学习乐趣，训练数学思维，

用数学思维去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在讲微积分基本公式时，部分教师会把大量精力用在教会

学生用微积分基本公式来求定积分的值，公式对学生来讲只是为了

计算。这样的教学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学生而言，数学就是冰冷的

计算，枯燥、繁琐。 

3.教学内容的更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对于教学内容的改革，高职高等数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主要在

与专业的结合上，这给高等数学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大部分的

结合都只限于离散的结合点，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系统的体系。而

在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快速变

化、专业的更新、人才培养方案的快速变化都给高职高等数学与专

业课的结合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跟专业结合不紧密，造成部分学生

认为学习数学没有用处，加之认为数学难学、枯燥，因此失去了学

习数学的动力。 

二、基于课程思政的解决路径探究 

1.将数学史融入教学内容 

每一个概念、定理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发展过程，每一个

概念、定理也都是一个或无数个数学家思想的精华，也都有着不同

的故事[4-6]。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入研究、挖掘这些历史，讲好数学

故事，通过了解概念背后的历史故事，学生能够理解概念产生的原

因、感受到数学的生命力，学习数学家身上的优秀品质，达到课程

思政润物细无声效果的同时，学生提高了学习的兴趣，也更加理解

概念的意义及价值。 

比如在讲解定积分的概念时，首先介绍定积分思想的发展史。

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阿基米德用穷举法求得了抛物线弓形的面

积，很好的运用了分割、近似、求和的思想，这种方法具有积分计

算的雏形。到了公元 263 年，我国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著名的“割圆

术”，刘徽形容他的“割圆术”为：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

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通过计算圆内接正 3072

边形，他得到了圆周率为 3.1416。两个世纪后，祖冲之将其方法应

用于 24576 边形，把圆周率收紧到 8 位数：3.1415926 到 3.1415927。

17 世纪，人们迫切需要计算出各种领域中不规则物体的面积与体

积、曲线的长、物体的重心及引力等．首先对这一问题开始尝试的

是德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的开普勒，而后是伽利略，他认为面积是

由无数条不可分的线为单位堆积而成，他的弟子卡瓦列利，在开普

勒的《酒桶的体积测量》的观点的激励下及伽利略的鼓励下，建立

了“不可分量原理”，运用这一思想卡瓦列利求出了许多立体图形

的体积。通过前期大量的积累，牛顿与莱布尼兹通过强大的洞察力，

抽出一般性的特征，建立了统一的积分理论。 

介绍定积分思想的发展史，也是课程思政的过程。例如从阿基

米德的敌人对阿基米德的尊敬、敬畏，教育学生想要赢得尊敬靠的

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品德、才能；从刘徽“割圆术”在当时思想

的先进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祖冲之计算圆周率时的复杂

性、准确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比 17 世纪欧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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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良好的关注生命成长的环境与氛围。 

（四）做好班级心育与德育工作 

班主任是班级的领导者，也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心育与德育工作中，班主任中职班主任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班主任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心理班会活动，提升学生

居家隔离与返校以后的心育与德育工作效果。同时，班主任中职班

主任还可以开展线上家长会，帮助家长了解应如何与孩子进行相

处，不但有助于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还可以帮助父母更好的与孩

子相处。新时代下，中职班级管理工作的侧重点在于改变学生的学

习习惯和人际关系，加大对学生心理的疏导力度，营造出良好的学

习氛围。除此以外，班主任中职班主任还需要在班级管理中融入心

育与德育，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心理辅导。 

（五）开展家长培训，家校协同全面育人 

1.建设出心理育人家校共同体 

新时代背景下开展育人工作，需要家长的配合，而家校共同体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打破一主多辅的心理育人格

局，进一步明确学校心理育人目标，促进家庭与学校的有效沟通，

并进一步强化学校心理育人的功能。为了提升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

有效性，学校需要把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列入到心理育人的重点名

单里，并进行整体推进与统筹指导。 

与此同时，学校需要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的指导，提

升普查的效率。对于普查的结果，学校需要对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建

立个人档案与家庭档案，准确记录学生的心理问题，并制定出完善

的档案管理规定。家校协同模式下，可以引导学生家长参与到档案

建设工作中，把家庭列入到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管理体系中，让家长

能够完全参与到心理育人工作的所有环节。学校需要积极开展心理

育人讲座，并邀请学生家长积极参与讲座，进一步拓宽心理健康教

育知识普及教育的渠道。同时，学校方面需要提供丰富的心理健康

教育知识宣传资料，定时组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家长能够掌握

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加快构建出心理育人家校共同体。 

2.树立家校同责共育的正确认知 

心理问题事关学生的人身安全，对学校心理育人效果和学校的

办学质量也有直接的影响，也对学生家庭幸福有直接的关系。家庭

与学校需要树立同责共育的正确认知，共同承担起学生生命安全与

健康发展的责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家长与中职班主任要能够积极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政

策文件。比如：精神卫生法等，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其次，

心理育人目标为导向，奠定家校合作的基础。促进心理不健康学生

的健康成长是家庭、学校与社会的一致目标，符合多方利益需求，

家长与中职班主任要对此形成一种共识。再者，创新工作方式，能

够清晰划分责任与工作内容。学校心理育人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且

系统性的工程，必须要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并明确家庭与学校的

之间的责任，合理分工。家校协同模式下，能够激发学校与家庭的

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家校协同对心理育人工作的促进作用，保障

家校协同心理育人工作逐步深入。 

结语 

总而言之，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难免会让学生产生各种心理

问题，学校要注意资源的整合，开展全面摸查，了解学生心理状态；

分层级开展学生心育与德育工作等，做好事前预防和事后干预工

作，切实提升学校心育与德育工作效率，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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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激励学生要不断的努力、创新，才能保持国家科技的先

进性、国家的强盛；通过定积分概念的发展史，让学生感受到每一

个精彩的概念都是无数数学家经过长期研究、修正、完善得来的。 

通过介绍定积分思想的发展史，学生对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培养了学习的兴趣，也潜移默化的进行了课程思政教育。 

2.引导学生发现“数学之美” 

数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简洁、对称、抽象、统一等美的特征。

教师要充分挖掘高职高等数学美的元素，将其美传达给学生，让学

生改变对数学枯燥的印象。通过欣赏数学的美，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创造能力。 

比如定积分中的微元法，是对分割、近似代替、求和、取极限

步骤的简化，微积分基本公式，是对定积分计算的极大简化，这些

都体现了数学的简洁美。数学中的很多图形，圆、正方形、旋转体

等都体现了数学的对称美。当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利用微积分基本

公式将微分与积分两种运算统一起来，明确找到了两者的内在联

系：微分和积分是互逆的两种运算，微积分学才真正的建立起来，

这就体现了数学的统一美。 

通过对数学美的教育，提高了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培养

了学生的审美意识，培养了学生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潜移默化的

进行了课程思政教育。 

3.教学内容赋予时代性 

高职高等数学知识的应用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反应时代性，并

体现为专业课服务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都离不开数学，教师要不断寻找、整理与高等数学课程相

关的专业知识、前沿领域，让学生了解到高等数学的实际用途，学

生才能能有兴趣、更加主动的进行学习。 

比如在讲导数概念时，首先介绍现在疫情发展趋势的预测、飞

机机翼的研发、艾滋病的治疗等等都用到了微分方程，而微分方程

的基础就是导数。在讲导数的应用时，针对造价专业的学生，可以

讲解剪力与弯矩的关系、危险截面的求法；针对汽车专业的学生，

可以讲解瞬时电流、瞬时功率等概念。高等数学基本的知识点是不

变的，但其应用领域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这对教师是个

严峻的挑战，但也是发展高职高等数学课程的机遇。 

与专业课的结合，可以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数学思想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潜移默化的进行了课程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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