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9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16-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从数学文化视角探讨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 

的有机融合 
张翠芳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辽宁大连  116400） 

【摘  要】在当今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学科教育工作需要有效地与思政教育工作进行关联，实现对学生在思想、精

神、文化层面的有效引导。高等数学与思政课程在开设时间以及课程内容设置层面有着相似之处，其主要

是实现对学生思想、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因此，将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具备较为良好的教学功效。

本文简要从数学文化视角对当今高等数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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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在对高

数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自身理性思维的养成，而在
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需要实现对学生理性思维的
塑造。因此，将高等数学与思政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能
够进一步提高相关教学工作的实际功效。 

1  思政课程融入高数的可行性分析 

在当今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各学科、各专业相关教
学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效地融入思想教育元素，实现对学
生知识、技能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的共同培养和提升，确保
相关教学工作能够符合新时期教育部门所做出的全新工
作精神指示。 

1.1  高数课程思政具备的时间优势 
在当前高等教育期间，是实现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进行有效教学引导的重要时期。针对刚步入大学的新生而
言，面对陌生的环境以及自由的生活，全新的学习氛围和
学习方式，在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的状况。另外再
加上当今高校多元化的思想环境，学生也容易受到潜移默
化的影响，使得学生的认知方式以及思想品质在不知不觉
的生活、学习进程中被养成。因此，落实对大学一年级学
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是必不可缺少的。而高等数学作为基础
性的公共类学科，也是在学生大一时期进行教学管控的。
因此，思政课程以及高数课程两者在时间节点上有着共同
之处，高校落实高数课程思政教育具备时间上的优势。 

在当今素质教育的全新要求下，学校的课程思政以及
思政课程需要稳定同步的开展。在传统的思政课程中，主
要是实现对学生在思想道德知识理论方面的教学指引，而
相应的课程思政则可以视作思政课程的实践教育课堂，其
关乎到学生所学习到的知识理论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验
证。 

此外，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学校以及教师需要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够取得
良好的教育功效。而高校所开展的数学课程，其时间跨度
相对较为长远，同时高数课程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公共学
科，其每周所开展的课程时数也相对较多，因此整合思政
元素在当前高校的高等数学教育工作中具备较为良好的

教学功效，能够满足针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在时间以及
空间层面的需求。 

1.2  高数课程教学内容包含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的最终开展质量和效率在于相关教学工作

是否能够将基础性的知识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
有效的关联。而当前的课程思政具备隐性层面以及显性层
面的教育功效，能够通过相应的人生哲学，实现对学生有
效的教学引导。而高数作为一门相对较为古老的课程，其
具备悠久的历史，在高等数学中，我国古代先辈开创出了
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而结合当前高等数学的历史，可以
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因此，高等数学的发展历
史中，其包含大量的思政元素，可以实现针对学生高质量、
高效率的课程思政教育。 

另外，高等数学还具备较为严谨的逻辑性以及较高的
抽象性，其中所涉及到的定理、概念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
想，能够全方位促进学生理性思维的形成，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而当今课程思政教育中，实现对学生思想层面的
引导，也需要借助相应的知识定理，结合理论验证，实际
推导，提高当前高数课堂课程思政的实际教育功效。 

再者，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具备较强实用性的学科，学
生往往会结合高数来解决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各种疑问。
因此，高数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坚毅的品质以及科学探究
的精神，而相应的精神品质与当今课程思政能够实现有机
的整合。 

因此可以看出，高等数学与思政课程两者具备共同之
处，能够实现对学生在精神、思想层面的有效教学引导，
是当今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当在
高等数学教学管理的工作进程中有效地挖掘出课程知识
点内所具备的思想政治元素，将其进行提炼，以客观、细
致、严谨的思维以及教学管理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确保实现对学生在思想认知层面的有效引导。 

2  从数学文化视角提取高数课程思政元素 

高等数学具备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结合了哲学、
基础物理等多门学科，能够实现对学生在思想、精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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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方面的有效教学引导。总体来说，数学内部包含了各种
文化元素，而在当今高等数学的课程思政教育工作中，教
师需要有效地发掘其中所存在的文化元素，将其转化为思
政元素，实现对学生有效的思政教育。 

2.1  融合数学历史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相对较强的学科，学生在面对复杂

的数学公式时，除了需要掌握其实际的应用方式，还需要
对其推导过程进行学习和了解，在该过程中，学生对于相
关数学历史的学习是不可缺少的。而结合数学历史，在当
今大学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工作中，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学
生对于数学课堂的学习兴趣。结合数学历史中的人物事
迹，还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怀。 

教师需要由相应的数学公式或数学知识来引出数学
历史，通过数学历史向学生展示相关公式、定理的演化过
程，从而帮助学生快速地掌握相关数学知识所存在的隐性
元素。例如，在当前高等数学课堂教育中，对于相关一元
函数微积分的教学讲解，借助相关知识理论的发展进程，
将核心的知识点进行讲解，使得学生能够充分地掌握数学
发展的规律。同时，在针对相关导数的教学研讨工作中，
通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相关光学透镜以及炮弹弹道
的计算引入相应的切线概念，由相应的物理学提出了质
疑，促进相关导数知识理论体系的构成。此类知识元素均
包含了大量的数学历史，而此类学科知识点都具备共同之
处，即通过实际的现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探讨问题，最终再总结问题。通过此类数学概念以及相应
的数学历史学习，学生可以细致、全面地感受到相关数学
理念推导、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让学生清晰明确地了解相
关数学知识、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将其作为当前高等数学的思想教
育元素，也具备较高的教学功效。 

此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我国先辈也取得了较为
辉煌的成就，例如，在我国古典的《墨经》中包含了大量
的数学理念，并且在相应的《九章算术》中也开创的“割
圆术”等相关逻辑理论，而此类思想朴实无华、直接明了，
对于相关数学历史的学习，数学教师可以引入其中所具备
的家国情怀以及我国悠久的发展历史，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文化自信，同时还能够在相应的教学进程中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 

2.2  融合数学文化精神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其主要是实现对相关抽象概

念的数字化表述，帮助人们理解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因
此，在相应的数学精神中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思维、行为、
价值、理想元素。在当今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中，教师需
要全方位地结合数学精神，提炼其中所具备的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2.1  结合数学精神，培养学生数学思维 

数学是一门实用性相对较强的学科，而对于相关数学
知识的使用，对于普通人而言，高等数学的实际使用场景
相对较少，但是却不等于高数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结合
使用。高等数学中所具备的数学精神，是人们在对日常生
活问题进行推导、探究所不可缺少的。高等数学注重培养
学生所具备的理性思维，能够帮助学生实现对于相关事物
的批判、分析、探讨，让学生对相关问题能够做到细致、
全面的掌控和了解。虽然对于相关事物推理、推导的过程
不会结合相关数学公式的使用，但是其中所具备的数学精
神是不可缺少的。而相应的数学精神与课程思政元素却有
着直接的关联。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要是实现
对学生有效的价值观引领，而数学精神可以帮助学生快速
地掌握相关事物中其包含的本质规律，从而使得学生能够
通过相应的思政知识实现对自身有效的精神塑造。 

2.2.2  结合数学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高等数学能够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离不开数学家

源源不断地创新、创造。在数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每一
项理论的提出都伴随着大胆的猜疑、假设以及验证整个过
程。而当今思政教育工作也需要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批判
心理、批判思维，使得学生能够对相关事物提出质疑，通
过自身的分析和探讨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数学精神文化
中，其包含了大量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元素，这对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有着极大的功效。而思政教育中也需要确保
学生具备基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理念，实现学生长远稳定
的发展。 

2.2.3  结合数学精神，培养学生锲而不舍的品质 
任何数学公式、数学理论的推导，其背后必然包含数

学先辈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例如，欧拉双目失明，仍然具
备较为顽强的意志，最终通过心算以及记忆来完成了大量
的数学创作。又比如数学界中的德国数学家威尔斯特拉
斯，曾经在乡镇默默无闻担任数学教师，但是其坚持数学
研究，直到 50 岁才取得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因此可以看
出，针对数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通过不
懈的努力来达成相应的成就。在数学精神中，倡导学生需
要具备持之以恒的信心和耐心，能够锲而不舍地完成相关
创作，而其中所具备的思想价值理念也符合当今思政教育
的核心思想。 

3  结语 

总体来说，在当今针对高等数学的课程思政教育工作
中，教师需要积极、有效地提炼出高等数学中所具备的思
政元素，引入数学精神、数学历史，实现对学生有效的思
想教育引导，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养学生坚毅不
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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