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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性导向下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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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高等数学学科的逻辑性、抽象性与应用广泛性的特征，文中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如何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有效的融

入思政元素，推动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助力三全育人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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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logical rigor, abstract nature, and wide applicability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approache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moting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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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步，当代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日

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同时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更加

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更加广阔的平台，但复杂的社会环境、泛滥的

网络信息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思想思潮和高新技术，不断的冲击

着他们的视觉和听觉，大部分大学生尚未真正进入社会，在思想

认识、价值观念、心态上仍不够成熟 [1]。“乱花渐欲迷人眼”，面

对着各种各样的冲击时，大学生们很容易产生迷茫，一些负面消

极的信息很容易干扰和影响学生的思想。

课程思政作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关键一环，为破解这

一难题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建立信息辨别的认知框架；通过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案例教学，可有效增强价值判断的理性自觉，在

知识传授过程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价值引领 [2]。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明确提

出要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通过整合课程体系与教学环

节中的思政元素，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使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周期，“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3]。2020年，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思政课程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全面有

效地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明确的指出了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明确了课

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对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作出

科学的规划，要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地将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坚

决防止“贴标签”“两张皮”，也要把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

的全过程，为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以及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和

保障机制 [4]。同时《纲要》中提出专业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载体，需立足学科特色系统挖掘思政元素，通过教学内容重

构与教学方法创新实现有机融入，最终达成“润物细无声”的育

人境界。

高等数学作为高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兼具逻辑严密性与学

科交叉性特征。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基础支撑课程，其教学质量直

接影响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成效。根据《纲要》要求，在高

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的协同育人目标。

二、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的结合原则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每门课程都承担着独特的育人功能。专

业课程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载体，既是知识传授的主渠道，也是

价值引领的重要阵地。但作为公共基础课程，高等数学在课程思

政建设中具有特殊定位：既要遵循高等数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

抽象性特征，又要实现思政教育的“无声”渗透。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育人工程，是一种具有协同

效应，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而不是

一个专门的学科课程 [5]。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的、直接

的将政治理论直接的套用或叠加到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而要

注重两者之间的有机契合。例如在微分方程课程中融入经济增长

预测模型或在最优化理论中的资源分配问题等引导学生运用数学

工具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进而培养他们关注社会现实的责任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课程思政的融入应遵循“三因制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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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因课程性质制宜，突出高等数学的学科特质；（2）因教

学内容制宜，选择与知识点高度相关的思政素材；（3）因学生特

点制宜，针对理工科学生的认知习惯设计教学路径。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的育人目标。

三、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典型案例融合策略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教育实践

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中，系统融入中华传统数学文化精华，能够

有效构建古今数学思想的对话桥梁。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可

实施“古今贯通”的教学策略，通过文化溯源深化理论认知。

以极限概念教学为例，构建“中西思想对话”的认知框架：

在阐述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理论体系时，同步引入我国古代极

限思想的两大经典范例。其一，《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

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哲学思想，揭示了无限细分与有限性的辩

证统一；其二，刘徽《九章算术注》中“割圆术”的数学实践，

通过“割之弥细，所失弥少”的几何逼近，展现了从有限到无限

的认识飞跃。这种跨时空的思想对话，不仅揭示了极限概念的文

化根源，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教学实践表明，这种文化溯源法能产生三重育人效应：在知

识层面，帮助学生理解微积分理论体系的历史生成过程；在文化

层面，使学生直观感受到古人“理论联系实践”的思维智慧；在

价值层面，通过对比中西方极限思想的异同，增强学生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当代中国的科技力量

数学思想方法作为人类文明两千年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价值与创新精神。根据《纲要》要求，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当

代中国科技成就，可有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这种

教学实践通过“知识讲解—案例导入—价值升华”的三段式教学模

式，既拓展学生认知视野，又重塑高等数学的育人功能。

如在重积分应用教学中，可采用“案例浸润法”融入科技强

国元素。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例 [6]，其空间信号精度达0.5米的

曲面拟合技术，正是重积分曲面面积计算的工程应用典范。通过

剖析我国科研团队历时26年突破星间链路技术的奋斗历程，引导

学生理解“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北斗

精神内涵，使抽象的数学概念与国家战略需求形成认知联结。

在针对导数应用教学，可运用“情境迁移法”强化大国工程

教育。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其绵延55公里的 S型曲线设计，既

符合函数凹凸性与桥梁力学的最优解，又体现了“让珠江口生态

环境最小扰动”的绿色工程理念。通过三维建模分析大桥曲线参

数，结合桥梁工程师攻克120年使用寿命难题的事迹，使学生在

掌握数学工具的同时，深刻理解“中国智造”背后的科技实力以

及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的认识 [7]。

这种教学实践表明，数学课程思政建设需把握三个关键维

度：在知识层实现数学工具与科技成就的方法论衔接，在价值层

构建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辩证统一，在实践层形成个体成长与

国家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将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转化

为具象化教学素材，既能消解学生对数学“抽象无用”的认知误

区，又能在专业教育中厚植爱国情怀，最终实现从知识传授到价

值引领的教学范式转型。

（三）构建层次分明的思政教育体系

数学作为研究现实世界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基础学科，其

知识体系既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反哺于生产生活。当前高等数学教

学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学生往往将抽象性视为数学学习的主要

障碍。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数学概念具有层级递进的抽象特

征——概念抽象程度越高，其普适性越强，但理解难度也随之增

大。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中，需遵循认知发展规律，

构建层次分明的思政教育体系。

以微分中值定理教学为例，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与柯西

定理构成逻辑严密的理论链条。从罗尔定理的严格条件到拉格朗

日定理的弱化条件，再到柯西定理的一般化表述，不仅体现了数

学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轨迹，更蕴含着人类

认知能力螺旋上升的哲学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演进过程，可

有效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与知识整合能力。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课程思政建设应体现差异化

设计。中学阶段学生正处于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期，教

学中可借助几何直观建立概念表象；大学阶段则需引导学生完成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以函数单调性教学为例，中

学阶段主要通过图像直观建立单调性概念，而大学阶段则需运用

导数工具构建严格的分析理论。这种认知升级过程，恰能生动诠

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规律，帮

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论。

四、结束语

作为高校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石，高等数学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具

有独特优势。结合高等数学的学科特点，将其与思政元素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帮助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推动三全育人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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