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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理念，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中，实现

知识、技能的传授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融合 [1-4]。它并不

改变公共课或专业课程的性质，也不是将这些课程改成思政课，

而是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融入课程中的文化素养和价值

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和生动的教学载体，促

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 [5-6]。

二、职业教育下，高等数学的课程目标与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能力，学习特

点，专业特性，职业发展等建构课程目标与教学理念 [7]。

课程的目标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 [8-9]：帮助学生建立坚实的数

学基础以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通过注重促进跨学科交叉，使学

生能够将数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培养综合应用能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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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和知识延拓，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的能

力；通过小组讨论和项目合作，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

技巧。

教学理念意在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综合素养：强调贴近社

会和行业需求，使课程设置更符合实际职业发展；注重知识的实

用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

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在线实践平台等，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10-11]。

三、学情分析

高等数学是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作为一门通识

课，课时多、战线长，而且大多是从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由

于学生在中学阶段缺乏数学实践应用方面的训练，进入大学后对

所学专业的了解有限，造成了生与生之间较大的差异性 [12-13]。学

生的数学基础和学习动机各不相同，部分学生可能具有较强的数

学基础和学习兴趣，部分学生可能对数学缺乏兴趣或存在学习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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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学生的专业需求多样化，一些学生倾向于将数学知识直接应

用于实际工作中，一些学生则更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

文中以高等数学中“曲线凹凸性与拐点”的教学为例 [15]，根

据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需求，结合

“必需、够用、实用”的教学原则进行教学设计，这种设计不但体

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在传授学生数学知识的同时起到德育

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四、具体的教学设计

（一）三维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凹凸性的方法。

2.能力目标

利用“数形结合”的教学方式训练学生以导数为工具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运算技能，清晰的逻辑思维能

力；能够积极地探索和拓展，应用凹凸性质解决专业课中相应的

问题。

3.思政与素质目标

通过函数图形凹凸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精

益求精的学习态度。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获得成功的体

验，锻炼学生克服困难勇于发表个人观点的意志，树立学生学习

数学的自信心，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魅力以及家国情怀。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曲线凹凸性判别定理和会求曲线的拐点。

难点：了解曲线凹凸性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三）教学资源准备

教师在课前准备教学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教材、多媒体课

件和相关的案例分析或实例题目等，以便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和

讨论。

（四）教学实施过程

1.课前预习

利用学习通布置预习任务：搜集港珠澳的相关信息。

2.课中学习

利用学习通展示学生搜集的港珠澳大桥的相关信息，教师给

予鼓励性的评价，播放相关的影像资料。

1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2  主体工程竣工于2018年10月23日；

3  英国《卫报》：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提出新问题：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要建成弯曲的形状？

学生根据自己收集的信息进行回答，教师展示答案：为了保

护白海豚，避开其栖息地；为了保证大桥120年的使用寿命，避

开洋流正面冲击；

教师再次提出问题：港珠澳大桥的弯曲方向是可以任意选择

的吗？

教师通过图形的方式回答：“弯曲方向”。引导学生发现：通

过函数单调性，可以确定函数图形的上升和下降（图1，图2），

但对更进一步探索函数的变化行为还是不足的。

沿着曲线弧上各点作切线，探索函数曲线的形态：单调性 +

弯曲方向（凹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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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选出两点作出弦线，结合图3给出曲线凹凸性的定义。

定义1 凹的：曲线在弦的下方；凸的：曲线在弦的上方；

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通过具体的例子，强化学生对凹

凸性定义的理解。

例1 讨论曲线 y=x3的凹凸性。

解 绘制函数的图形（图4）曲线 y=x3在 (-∞ , 0)上是凸的；

曲线 y=x3在 (0, +∞ )上是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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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学生注意：过点（0,0）曲线 y=x3由凸变凹，像这样的点

将其称为拐点。

定义2 连续曲线 y=f(x)上凹与凸的分界点，称为这条曲线的

拐点。

例2 能否用定义确定曲线 y=2ln x+x2-1的凹凸性及拐点？

提出问题：此函数的图形怎么画呢？

在授课时，适当地邀请学生进行图形的描述。显然对于这一

函数的图像是较难画出的。因此，找寻新方法判断曲线的凹凸性

就显得尤为重要。

沿着曲线弧上各点作切线（图5），引导学生观察函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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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5

定义3 凹的：曲线在切线的上方；凸的：曲线在切线的下方；

曲线的凹凸性的判定定理：

设函数 ( )f x 在 [ , ]a b 上连续，在 ( , )a b 内具有一阶和二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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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有

(1)  如果在 ( , )a b 内 ( ) 0f x′′ > ，则 ( )f x 在 [ , ]a b 上的图形是

凹的；

(2)  如果在 ( , )a b 内 ( ) 0f x′′ < ，则 ( )f x 在 [ , ]a b 上的图形是

凸的。

例2 确定曲线 22 ln 1y x x= + − 的凹凸性及拐点？

解  在 函 数 的 定 义 域 (0,+∞） 内 求 导， 可 得
22 ,y'
x

= +  

2
22y''
x

= −

当 (0,1)x∈ 时， 2
22 0,y''
x

= − < 则曲线是凸的；当 (1, )x∈ +∞

时， 2
22 0,y''
x

= − > 则曲线是凹的；其拐点为（1,0）。

3.课后训练任务

一个有效的课后训练计划，不但能够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

知识，发现和弥补知识漏洞，提高解题技能，还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促进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索。

练 习  设 在 [0,1] 上 ( ) 0f x′′ > ， 则 或

的大小顺序为（ B ）。

A. (1) (0) (1) (0)f f f f′ ′> > −      B. (1) (1) (0) (0)f f f f′ ′> − >

C. (1) (0) (1) (0)f f f f′ ′− > >      D. (1) (0) (1) (0)f f f f′ ′> − >

在教学过程中将曲线的弯曲方向问题与港珠澳大桥的设计与

建设相联系，学习建设者在建造的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学习他们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

神，也让学生感受到无论是国家发展、科技进步还是生活点滴，

处处有数学。

4.扩展性学习与探究 

学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学习与探究，进一步拓展对曲线凹凸

性的理解，探索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多种应用。

1  约束优化：在约束优化问题中，凹凸性质常常被用来判定

问题的可行域和解的性质；

2  风险管理：金融领域常常使用凹凸函数来建模风险和回报

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凸凹函数的性质，可以更好地评估投资组

合的风险和回报，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

3  筑结构设计：曲线的特性可以被应用于建筑的拱型结构、

圆顶设计等。通过运用曲线的几何性质，设计出具有优美曲线和

稳定结构的建筑。

（五）多元化的考核和评价

在职业教育中，既要关注基础知识的考核，又要注意综合素

养的评价，不能只考虑学生的分数。传统的笔试考试是常见的考

核方式，用于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解能力。通过课堂

测试和布置作业的方式帮助学生巩固知识、评估学生对知识的吸

收情况。同时，开展扩展性学习与探究，通过三人建模小组、撰

写小论文等形式，考评学生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在教学中，采用双向的评价方式，教师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的同时，学生通过相应的反馈机制，如学习通的调查问卷、主题

讨论等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点评。通过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调

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如减少理论知识的推导和证明，增加习题的

训练等，不断优化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这种评价的好处在于既

能够真实地反映学生在实际应用中的能力，又能较好地培养学生

的收集信息，搜集资料的能力，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六）教学反思

在教学中是否能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曲线的凹凸性和拐点的

概念，是否准确掌握凹凸性的判定定理的内涵；引入的跨学科的

内容，设计的实践案例是否恰当，符合学生专业的需要，达到拓

展他们视野目的，是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他们专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提升；现代技术手段是否能够

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结合收集到学生反馈的信息进行技术的调

整。思政内容的融入是否能够贴合学生的需要，有助于培养学生

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五、结尾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应的

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要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增

加未来就业优势，进行教育赋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

德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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