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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数学是反映世界量态、物态、事态等特征的一门学

科，高等数学则是探索从形象到抽象、从有限到无限，

从常量到微量的课程，更加深入，更加繁复，更加抽象，

也因此，往往成为学生的眼中钉、肉中刺，渗透思政教

育，则可以让高等数学教学更加丰富、更加立体，一些

复杂的知识可以用简单的道理来表达。另外，学习高等

数学的学生往往处于“成年 - 成熟”这个阶段，高等数

学中蕴含的美学、德育、哲学等思想，会影响他们的思

想认知，让他们朝着更广阔的、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现状

1. 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宗旨，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

改革创新，思政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课程思政”

成为教育热点话题，要求在各个学科中挖掘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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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渗透给学生，助力学生成长。要明确的是，社会的

不断发展衍生了不少不良意识形态，比如消极躺平思想、

奢侈消费思想、极端个人思想等等，这些不良意识形态

对学生的思想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教育场所要重视这些

情况才行，深化思政教育，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和认知，

这是对学生负责的根本体现，“课程思政”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上级教育部指导下，学校正在逐步落实、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和督促学生健康成长。而对于高等

数学教学来说，自然是课程思政背景下的重点教学科目，

高等数学是较为深入、较为抽象的数学知识综合，包括

微积分、级数、空间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等等，高等数学知识的演绎历史是艰辛而曲折

的，在演绎历史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学者，同时高等数

学也和文化学、历史学、宗教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渗透思政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认知，必然有利于促进

他们的健康发展 [1]。

2. 高等数学思政教育的特点

（1）坚持学科联系性：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开展

思政教育，一定要注意和高等数学课程联系起来，不能

为了思政教育而强行思政教育，那样只会过犹不及，举

个例子，如果高等数学讲的好好地，却突然要让学生尊

老爱幼，学生自然会感觉到怪怪的，只会左耳进右耳出，

渗透思政教育的效果可想而知。

（2）坚持学生适应性：在高等数学渗透讲解思政知

识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学生的适应性，思考学生喜欢

的思政教育内容，思考学生喜欢的思政教育形式，注意

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而不是强行灌输给学生，激发起

学生的兴趣和心灵美，才能让思政教育的效果更好。

（3）坚持思政隐形化：高等数学教学中，也要注意

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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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革新发展，越来越强调“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在不同学科中挖掘思政元素，将其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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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对促进学生养成良好三观和人格有所帮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对于高

等数学教学来说也不例外。高等数学中蕴含有不少思政元素，比如高等数学的简洁美、对称美、统一美、奇异美等

等，比如在探索数学史、数学家、数学哲学等过程中巧妙讲解，拓展思政维度，还可以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加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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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进行挖掘思政元素，渗透教育，培养出更加优异的学生，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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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隐形化原则，不要为了思政而思政，要注意将思政

教育融入到恰当的课程知识点中，教师需要把握好尺度，

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不贴标

签、不生搬硬套，不搞“高谈阔论”。

二、高等数学渗透思政教育现状

“课程思政”自提出开始迅速成为教育热词，在教育

部指导下，学校正在有条不紊的落实课程思政，将课程思

政当做大事要事来办，制定和分配了教育任务，高等数学

课程也在逐步落实推进思政教育，有不错的效果，但也存

在一定问题，或者说是高等数学思政教育开展的难点所在。

1. 教育思维还未转化，体系不完善

在一些学校高等数学课程中，还存在思政教育和专

业教育“两张皮”的情况，一些高等数学教师的教育思

维还未转化过来，未能真正重视思政教育，反而将上级

引领的思政教育任务当做重负，未能构建起完善的思政

教育体系，基于教师本能偶尔提上一两句思政教育，但

却不够深入，思政教育的效果并不好。

2. 找不准高等数学中蕴含的思政要素

高等数学是抽象的，是繁复的，是严密的，在高等

数学中似乎并没有太多可供挖掘的思政要素，其实不然，

高等数学中蕴含的数学美，在教学管理中传递正能量，

从数学史、数学家身上感受数学演绎精神等等，都是可

以渗透思政教育的途径，一些教师准不准高等数学思政

要素，思政教育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三、高等数学渗透思政教育的途径

1. 探索数学史、数学家，感受数学演绎过程

数学史了反映数学的演绎过程，在很长时间演绎的

过程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数学家，正是他们的

不懈努力、不断深入研究，才有了如今较为完善的高等

数学知识体系，教师在高等数学教学中，适当讲一讲数

学史、数学家的小故事，当做课堂教学的小作料，不及

能够丰富课堂教学，提升课堂教学的活力，也是落实思

政教育的体现，比如《庄子·天下篇》提到“一尺之椎，

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个富有极限思想的例子，

比如说费尔马大定理挽救了沃尔夫斯凯尔的性命，让想

要自杀的沃尔夫斯凯尔深深被吸引，让沃尔夫斯凯尔找

到人生的价值，为破解费马大定理而努力，比如世界数

学史上的伟人之一，华罗庚的“华氏定理”、“华氏不等

式”等，为数学演绎事业做出来重要贡献。对于数学演

绎史中这些伟大的数学家们，人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定义

他们的数学研究成果，比如泰勒级数、拉格朗日乘子法、

罗尔中值定理、牛顿莱布尼茨公式、高斯定理等等，作

为对这些数学家们的致敬和纪念。总而言之，给学生讲

一讲数学史、数学家，让学生感受数学家为数学事业殚

精竭虑、不懈钻研的精神，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也会慢

慢养成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刻苦钻研不放弃的精神 [2]。

2. 探索数学美，洞悉数学灵魂

数学是具有美的，对于高等数学教学来说，挖掘高

等数学领域中存在的美，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提

升学生的审美情趣，这同样是渗透思政教育的表现之一。

比如说高等数学是具有简洁美的，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用

简洁的式子来揭示了定积分与被积函数的原函数或者不

定积分之间的联系，避免了定积分繁琐的计算过程，比

如说高等数学是具有情境美的，“平面点集的孤立点”

知识点，就像是一副遗世独立的画卷，就像《独钓寒江

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四下空旷寂寥，只有一

舟自横，比如说高等数学是具有对称美的，多元复合函

数的求导法则，可借助公式的连续性，利用连线法来记

忆，比如说高等数学中的分段函数方面的知识，正对应了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比如微积分基本定理时揭示微分

与积分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世界是从有限到无限，形

象和抽象对立的，比如微积分求极限，就蕴含了极限思

想，比如夹逼定理，蕴含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3]。

3. 高等数学在社会中的应用

可以拓展性的讲一讲高等数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以

此来让学生对高等数学领域有更好的认知，提升知识储

备的同时，激发数学学习兴趣。例如教学空间解析几何

的空间曲面时，以广州塔“小蛮腰”来举例，该建筑是

单叶双曲面，让学生体会高等数学的应用，树立知识改

变世界的认知，提升创造性思维。

4. 在教学管理中渗透思政教育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渗透思政教育，注意传播正能量，对学生的课业、学业严

加管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数学精神，鼓励学生克服困

难，培养学生不懈钻研的精神。教师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也要注意以身作则，向学生传播正能量，来科学引导 [4]。

三、结束语

等数学本身也是具有独特奥妙的，是具有美的，在

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带领学生了解和感受高

等数学的美，能够让高等数学课程更加完美，也更有利

于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认知和德育情感，促进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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