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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加强立德树人教育工程建设，实现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达成全

新大思政育人格局。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重要的基础公共

课程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是课程思政的有

效载体。作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数学能够对学

生产生深远的影响，高等数学课程课时较多，面向学生较

为广泛，我们需要加强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建设，

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三观价值。

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些年的发展中规模不断扩大，各个

高校的生源越来越多样化，大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的学生汇聚在一起进行学习。很多刚刚踏

入校园的学生都会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产生既自信又迷茫的

心理，而有些学生显然被过分自信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

能够轻松学好高等数学，在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的过程中又

不愿意付出足够的汗水，导致其学习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对自己产生怀疑心理。教师可以针对学生这种学习现象，

通过讲授函数极值概念以及最值等概念知识，向学生渗透

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组织机构还是我们的一生，

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值和极大值，满足自己的价值需求，使

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这才是我们一生的夙愿 [1]。

教师可以询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都是经历过高

中严酷竞争而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在

高中学习中品学兼优，是数学概念中所谓的最大值和极值，

但是当你们处于一个集体中时，你们是否还能够保证达到

最大值或者极值呢？

在抛出问题之后，学生们开始思考，最后教师可以进

行总结：若是想要在大学学习中达到并保持最大值和极值，

我们需要严于律己，切忌沉迷于网络或者娱乐活动、切忌

沉浸于男女感情无法自拔、切忌获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

骄傲自满。教师可以通过高等数学概念中的函数极值以及

最值等概念知识，让学生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道理，

培养学生谦卑为人，虚心求教的学习生活习惯。这样学生

在今后的大学生活或是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才会勇于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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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困难，学会从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目标

随着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当前学生的学习特点发

生了一些变化，如今学生更喜欢从其他人身上学习知识，而

不是靠教师简单的说教来获取知识。教师可以充分结合当前

学生这一学习特点，运用数学家的成功事迹为学生树立良好

的榜样，帮助学生树立未来发展目标。

微积分是高等数学教学中的重难点，而微积分之所以

能够成为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核心，是因为古往今来世界众多

著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学者为之努力，最终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微积分知识体系。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能看

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学生抱怨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

高中选择的学科也大多是偏文的学科，通过这种方式暗示教

师自己学不好高等数学。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该进行及时引导和纠正：微积分

的创始人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而莱布尼茨在成为数学家

之前就是一名哲学家，再比如法国著名数学家笛卡尔也是先

成为一名哲学家之后才成为数学家的 [2]。因此是否拥有数学

逻辑思维，是否能够学习好高等数学和学生在高中阶段选修

的学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不同科学之间都是互通的。

而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马克思对微积分很感兴趣，并为此专

门研究微积分，其手稿多达一千多张。最终马克思也因为微

积分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灵感，为其揭示人类发展规律提供

了大量的思想动力。教师可以通过这些数学家的成功事迹，

让学生明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道理，使学生明白只要用

心学习高等数学，就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成绩。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勾股定理的提出早于西

方国家一千多年，拥有者不容小觑的数学成就。但是很多学

生在学习完微积分的知识之后会发现，在微积分的发展历程

中并没有中国人参与，而这也确实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近代数

学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而作为一个大国，这个结果让

我们感到了羞辱。微积分是建立在极限的基础上创建的，而

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以及庄子的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等极限思想已经拥有了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但因为近代中

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一切和世界仿佛断了联系。

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我们越来越靠近国际舞台的中央，经济、文化、

军事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样的，中国在现代数学发展历

史上也留下了足迹，攻克了很多世界性的难题，获得了让世

界瞩目的成就。如今华罗庚和陈景润等无人不知，很多数学

家和学者都为了数学事业的发展而默默奉献。教师可以通过

讲述这些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以近代数

学发展的落后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微积分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的坚

定意志，让学生能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努力，让

大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知识的过程中不再感受到迷茫无措，

使学生重新燃起学习数学知识的斗志 [3]。

遇迎接挑战

数学在发展历程中共遇到过三次重大危机，而每一次

危机都没有使数学消亡，反而使数学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危

机使数学浴火重生。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以哲理和故事的

形式将数学发展的三次危机讲述给学生，激发学生数学学习

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从无理数的出现到极限理论的建立，在到最后的悖论

消除，危机从未让数学泯灭，如今数学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信

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教师可以运用这三次危机处理案

例，使学生能够在如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坚定自己的内心，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今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我们要坚持

发展观，将精力放在发展科学文化方面，解放大学生的思想，

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升大学生的核心素养。

教师需要充分挖掘高等数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在新形势下我

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将目光放在国家精神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上，重视物联网技术和智慧城市的

建设，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在未来，学生将会遇到更多阻

碍和困难，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会充满大量不确定性因素，

教师需要合理运用高等数学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迎

接挑战和困难的决心，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师不仅需要

传授学生高等数学知识概念，还需要肩负起培养学生思想道

德水平的重要责任。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和学科特点充分结合，探索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新模

式，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国家培养

更多高质量人才，促进国家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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