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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旨在通过课堂教学这个

主战场达到育人的目的，通过构建三全育人的形式将各类专业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从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开始，到 2018 年的成型，到目前已经

经过 6 个年头。期间，对于课程思政的认识和研究不断的深入，

不断改进，同时也有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但是，在探索的过程

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专业课程教育和思政教育不能有

机融合，专业课程中的思政角度挖掘不够深入和充分，理科课

程中将思政教育显性化难度较大等问题。2020 年，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课程思政的探索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

定学生理想信念，培植学生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人

民、爱集体的信念为主线，在各专业教育课程中，要紧密结合

不同学科专业特色，深度挖掘凝练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

想价值以及精神内涵。在理学类课程中，要特别注重科学思维

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严谨治学、

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本文以高等教育思政课程建设为背景，以《高等数学》课

程为研究载体，以提升各个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深度融合为研

究目标。在以前散点式的课程思政建设角度下，从学科发展历

史、学科特点和学科实践应用三方面挖掘思政元素，进而得到

具有普适性的课程思政建设的角度和方法。

二、《高等数学》课程特点

《高等数学》在本科大一年级开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已经成为大学理工类、经济管

理类等专业重要的数学基础课。由于其主体内容为微分学和积

分学，所以又称微积分。该课程区别于中学阶段的数学课程，

研究变化和运动的量，基本思想是极限，由于基础理论较为抽

象，学生难以真正掌握和理解。此外，由于该课程高度的抽象

性，较少涉及社会现象、工程技术、实践应用等，使得思政元

素具有隐性特征，但是本文并不认为这代表课程思政挖掘困难

性就更大，相反的，该课程对于学生的逻辑性培养，使学生的

思维更加严密严谨，结合《纲要》可以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

练，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严谨治学、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

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该课程广泛的应用性，使得教师可以

从社会应用实践问题中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思政元素挖掘角度探究

（一）从学科发展历史中挖掘

首先，从全局出发，关注微积分发展历史及社会背景，对

比中西方在微积分体系建立中所做的贡献；其次，深层次分析

我国在17、18世纪数学落后的原因，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最后，

从数学家、数学文化、数学故事中关注我国光辉的数学成就，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学生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

通过以上三个流程的探究在学科发展全局下挖掘思政元素。

1. 学科发展历史

微积分发展的历史是近代数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大体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微积分思想的萌芽、微积分的建立和微积分

的成熟完善时期。下面将详细对以上三个阶段进行叙述。

微积分思想萌芽时期（公元前 5 世纪 -17 世纪），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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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众多数学先驱者打下的基础。古希腊数学家安提丰、布里松

和欧多克索斯都曾利用穷竭法探究圆的面积问题，在三位学者

的基础上，阿基米德熟练运用穷竭法求出了圆的周长和面积公

式，并利用穷竭法逼近抛物线弓形，结合归谬法解决了该问题。

以上的穷竭法除了没有取极限此步骤外，思想与现代积分基本

是一致的，可以说穷竭法是近代极限理论的雏形。以中国为代

表的的东方数学同样呈现了微积分思想的萌芽，早在战国时期

《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就是极限思想的体现。我国数学家刘徽（公元3世纪）提出的“割

圆术”与穷竭法有同样的思想，对比穷竭法，割圆术有明确的

极限过程。并且，刘徽在其体积理论中，灵活地使用了极限方

法和不可分量方法，体现了积分思想。并对祖氏父子后续提出

“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祖氏原理）奠定了基础。该原理

在西方称为“卡瓦列里原理”，在 1635 年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

瓦列里提出，对微积分建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微积分建立成型时期（17 世纪下半叶），以卡瓦列里“不

可分量原理”为代表，是古代穷竭法向牛顿和莱布尼茨现代积

分理论的过渡，微分思想起步较晚，17世纪上半叶费马、帕斯卡、

巴罗等对切线问题和极大极小值问题进行过研究。牛顿在费马

的基础上，结合物理问题创立了以“无穷小量”为基点的微积

分，而莱布尼茨则从几何问题出发建立了微积分。但是基于当

时对无穷小量的逻辑漏洞，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攻击，但是，

即便如此，微积分以其强有力的工具性和应用性，在质疑声中

发展起来，被恩格斯誉为是 17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发明。

微积分的成熟完善时期（18 世纪 -19 世纪），该阶段以第

二次数学危机（无穷小量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为背景，经过众

多数学家 200 年左右的共同努力，最终给微积分这门学科建立

了一个坚固的逻辑基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数学家有法国的

柯西、德国的魏尔斯特拉斯等，用严密的极限理论化解了无穷

小量产生的危机，此危机的解决为 20 世纪的现代分析铺平了

道路。

2. 中国数学发展局限性

由前面微积分思想萌芽阶段可以发现，中国在微积分的思

想萌芽期有着光辉且更加接近现代微积分的思想，同时宋元时

期的数学发展达到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可是为什么没有在微

积分建立上有一定的发现，通过对历史发展背景的研究和分析，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1）从时间上看，微积分建立成型处于 17 世纪，当时我

国处于明末清初，明朝倡导儒家思想，并取消了“明算”科考，

改用八股取士，导致我国数学的发展出现停滞；

（2）我国数学主要建立在应用上，对于演绎推理比较弱化，

并且未制定和采用先进的符号系统。比如，清朝著名数学家李

善兰与英国伟烈亚力合译《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翻译本身是

再创造，我们现在熟知的函数，常数、微分、积分、方程式、

多项式、渐近线等，均由李善兰二次创造并符合其思想性给出，

李善兰也被称为“晚清科技翻译第一人”，但是在符号采用方

面相对保守，没有采用西方简明先进的符号，可读性较差。

3. 数学文化

从数学家、数学故事、数学文化中关注我国光辉的数学成

就，让学生从数学家和数学故事中深刻理解科学研究的创新性、

严谨性和务实性，以古人的学习映射到当代大学生的担当，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学生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

我们以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为例，说明数学家的科学精

神在思政建设中的作用。刘徽的主要著作《九章算术注》和《海

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其“割圆术”是世界上最

早在数学中引入极限思想的方法。另外，刘徽在对《九章算术》

注的过程，对内容做出了理论论证，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进

一步指出了《九章算术》球体积公式是错误的，并给出了正确

方法：牟合方盖，表明一旦计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球的体积

就会得以解决。虽然刘徽没有给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但他创立

的不可分量方法为后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刘

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美德，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治

学严谨的态度。做学问是辛苦的，但是我国古代数学家依旧几

十年如一次，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而我们在学习

的过程中得以与古人光辉的思想进行碰撞，在前人成果的基础

上汲取养分，是莫大的荣耀。结合当前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形

势，让学生深刻理解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必须不畏艰难，在数学这个基础科学领域不断的深耕和发

展，才能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先机，因此，大学生必须清楚自己

的使命和社会担当。以上以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家的精神，映

射到当代大学生的时代使命，达到教书育人的思政目的。

（二）从学科特色中挖掘思政元素

《高等数学》最大的特色是逻辑的严密性和高度的抽象性，

从极限建立的微积分教学体系，教材中处处体现着辩证法，我

们可以从此学科特色角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19 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微积

分进行了探究。恩格斯曾说：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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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中随处体现着辩证的思想，如有限与无限，微分与积分，

离散与连续，直线与曲线，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近似与

精确等。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对辩证的剖析，加深学生的理解，

有助于发展并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比如，对于极限概念

的教学，微分概念，定积分的概念等等，均可以采用局部与整体，

近似与精确的辩证关系来讲解，让学生更深一步认识到唯物辩

证法是自然发展最一般的规律。《高等数学》所涉及的概念部分，

极限思想的体现，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力论证。结合马克

思和恩格斯均在 19 世纪尝试对微积分的逻辑基础问题进行研

究，教师可以结合第二次数学危机，将高数中的辩证思想最终

转化到学生的价值观引领上来，深刻理解不论是宏观，还是微

观个体，机遇与危机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生活中不畏艰难，

学习中不畏困苦，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学生

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育人的目的。

（三）从应用实践中挖掘思政元素

每一学科均是从生活实践中发展而来，高等数学也不例外，

其研究目标是变动的量，而世界万物，不论是微观颗粒还是宏

观经济均是变动的，高等数学深刻的从本质上反映并解决了变

动量的问题，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只是在教材发展过程中强

调严密的逻辑性，系统性，抛弃了实践应用部分。因此，本文

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从应用出发结合社会热点挖掘相关的思

政元素是可行的，举例如下。

举例 1，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 年爆发以来，已经经过了三

个年头。纵观世界上的国家，唯有我国凭借着制度优势，顺利

进入后疫情时代，并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策略不放松，习总书

记更是多次强调：我们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疫情爆发初期，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拐点。该词是一个

数学词汇，但是在社会背景下引申出了另一个含义，在讲解拐

点这节课时，可以适当的与疫情的拐点联系起来，增加课程的

实践性和应用性，引导学生对我国制度的认同，培植爱国、爱党、

爱集体的信念。

举例 2，随着我国高铁的不断发展与强大，我国高铁已经

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比如运营总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

建造标准最高等，说到运营速度最高，我们自然想到轨道弯道

限速问题，轨道弯道反映到数学上便是曲线的弯曲程度问题，

从而引出曲率这一讲的课程。通过我国高铁目前世界领先水平，

弯道限速引引入新课，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课程

的实用性，另一方面，潜移默化的增强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

认同感，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高等数学的应用性远不止这些，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高等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日益突出。高等数学中的思想方法广

泛地应用到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经济管理、军事战争等

不同学科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在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下，教

师可以通过社会实践问题，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和

民情，结合辩证法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培养

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等，牢固树立当代大学

生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意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四、小结

本文从学科发展历史、学科特点和学科实践应用三方面探

究了《高等数学》这一理科基础课程的思政建设，初步达到了

思政挖掘角度的全面性和普适性，但是，由于个人之力的有限

性，仍存在三个角度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而课程思政要达到

所有学科课程思政的全面推进目标，光有普适性的挖掘角度是

不够的，需要对课程思政的整体设计。对于学校而言，需要针

对学科专业分类推进；对教师而言，需要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

课程思政建设能力，不管是学校还是教师，建立资源共享，促

进优质资源的共用。需要每一位高校教师的参与和合作，才能

在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更好更全面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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