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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

若干意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对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出意见；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和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并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需要

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

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

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师德师风建

设常态化、长效化。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要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政治站位，积

极主动投身于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与探索中，深入挖掘数学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数学课的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既

教书又育人，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紧紧围绕政治认

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实

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与责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结合知识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把立德树人贯穿数学教学全过程，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贡献，实现数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协

同效应，助力全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7722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4685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6%B7%B1%E5%8C%96%E6%96%B0%E6%97%B6%E4%BB%A3%E5%AD%A6%E6%A0%A1%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7%90%86%E8%AE%BA%E8%AF%BE%E6%94%B9%E9%9D%A9%E5%88%9B%E6%96%B0%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236746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6%B7%B1%E5%8C%96%E6%96%B0%E6%97%B6%E4%BB%A3%E5%AD%A6%E6%A0%A1%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7%90%86%E8%AE%BA%E8%AF%BE%E6%94%B9%E9%9D%A9%E5%88%9B%E6%96%B0%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236746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8%89%B2%E7%A4%BE%E4%BC%9A%E4%B8%BB%E4%B9%89/918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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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共包含 4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25 节，周学时 4

2. 知识目标：

（1）能够建立实际问题的函数关系、计算函数的极限、理解函数的连续性。

（2）能够深刻理解导数与微分，应用导数与微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理解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基本概念，能够熟练计算不定积分与定积分。

3. 能力目标：

（1）使学生树立明确的“数量”观念，做到“胸中有数”，会认真分析事物的数量方面

及其变化规律。

（2）使学生了解数学概念、数学思想以及数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渊源，提高他们运用数

学知识处理专业与实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

（3）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他们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

繁的各项工作。

（4）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现象，能抓住主要矛盾，突出事物的本

质，有效地解决问题。

（5）调动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使他们自觉应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而激发创造热情与创造兴趣。

4. 思政目标：

（1）通过简介数学和科技的发展进步史、介绍火箭升空的模型等，让学生了解数学是科

学技术发展的基础；通过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及其数学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

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2）通过数学教学中函数极限的有限与无限的知识点，引导学生认识到事物矛盾的对立

面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培养学生认识事物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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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3）通过函数的有界性、渐近线、脱贫攻坚战中“平均生活水平”与“贫富差距”等问

题的讨论，引导学生通过数学知识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

感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4）通过函数凹凸性、函数单调区间等知识点，让学生感悟人生，起起落落是必经之路，

是成长的需要；通过函数的有界性等知识点，教育学生做人有原则，有底线，守规矩。

培养学生做事要勇于挑战极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和不惧失败的优秀品质。

（5）通过历史上一些著名数学家科研故事，如圆周率的计算等，让学生感受到科学家身

上执着的探索精神，求实、求真、实践的精神，培养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要有

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勇登高峰的勇气。

5. 思政主线：

高等数学是高职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学科，教学要遵循数学知识特点的同时，也要

遵循高职生的认知特点与认知规律。课堂上不仅要教给学生数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

数学素养和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要坚持立德树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主线一：通过简介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成就发展进步史，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

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主线二：简介我国古代与现代数学的伟大成就，同时让学生了解数学是科学技术发

展的基础，展现我国的科技瞩目成绩，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

自豪感。

主线三：通过数学自身的知识特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严密的逻辑

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勇于担当以及团体协作精神。

主线四：通过数学知识的应用，体现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自

觉使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同时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主动观察社会，深入社会，

关注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经世济民。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数学家及其数学成就：刘徽与刘徽提出的“割圆术”、欧拉与欧拉数、爱因斯坦和

相对论、阿基米德、牛顿、拉格朗日、洛必达等。

（2）体现数学知识应用的实际问题：个税问题、团体票的购买问题、出租车收费问题、

银行借款问题、爬山相遇问题、圆环截面积、抗弯截面模量、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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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截面的流量等。

（3）数学知识延申的思政元素：有界与无界的概念引发钓鱼岛案例、根据无穷小量的概

念引出珍惜光阴、根据连续的定义引出脚踏实地问题、求高阶导引出事物发展是螺旋上

升的、根据中值定理引出事物发展是层层递进的、根据极值的定义引出人生是起伏不断

的、定积分“化整为零”数学思想体现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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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

（项目或

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项目 1：
函数

1. 函数的概念、

分段函数及其

实际应用；

2. 函数的几种

特性；

3. 反函数；

4. 基本初等函

数、复合函数、

初等函数、建立

函数关系。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2.强化学生学会主动观察

和了解社会，培养其合理分

析、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意

识和能力；

3.让学生感悟人生，起起落

落是必经之路，是成长的需

要，跌入低谷不放弃，伫立

高峰不张扬，低谷与高峰只

是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

点 ；

4.做事有原则，有底线，不

守规矩，难成方圆；

5.挑战极限，勇于攀登，挑

战不可能。

1.个税问题；

2. 团体票的购买问题：（某景点的门票收费

标准为;每人 50 元，如果 40 人及 40 人以上的

团体票享受 6 折优惠。试建立门票费用最少的

关系式）；

3.引入出租车收费案例；

4.讲解有界与无界的概念：钓鱼岛案例。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4.考核评价：

（1）过程考核中融入学习态

度等非智力因素的考核；

（2）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

核考核。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4.提高教学效

果。

项目 2：极

限的概念
1. 数列的极限；

2. 函数的极限。

1.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与爱国情感；

2.极限就如同我们最初的

理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精益求精，无限接近，方得

始终。极限的精确定义，也

蕴含了一丝不苟，字斟句

酌，作风严谨；

3.极限值 A 代表我们的人

1.刘徽简介与刘徽提出的“割圆术”中关于

“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

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的解释；

2.引入我国的古书《庄子·天子篇》记载：“一

日之锤，日取其半，方世不竭。”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1．融入动画，

强化趣味性，增

强学生学习积

极性。

2.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与

爱国情感。

3.化难为易，提

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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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目标，x 代表为此 目标

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激

发学生为目标奋斗的潜能，

培养学生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

项目 3：
第二个重

要极限

1.第二个重要极

限；

2.第二个重要极

限的应用。

1. 激励学生要学习数学

家、科学家们身上那种孜孜

不倦、勤奋探索的科研精

神，珍惜求学的好时光，迎

难而上、学知识、长本领，

将来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的人才；

2. 引导学生能够懂得自我

约束和理性消费，远离校园

贷。

1.简介爱因斯坦---复利的能量远超过相对

论；

2.简介欧拉；

3.设小王从银行借款 A 元，投资做生意，年复

利率为 r，试计算 t 年后应还款多少钱？（ t

年后还款钱数是一个 巨大的数字）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4.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核

考核。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化难为易，增

强教学效果。

项目 4：
无穷小量

1.无穷小的概

念；

2.无穷小的性

质；

3.无穷小的比

较。

3. 积跬步以致千里，积怠

惰以致深渊。珍惜时光，每

天进步一点点；

2.说明量变到质变的道理，

正如一滴水的力量很微弱，

但是日积月累，便能滴水穿

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针，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坚

信，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

有质的飞跃。

1.根据无穷小的概念，判断 0.01 是不是无穷

小？进而引出：

2.有限个无穷小的代数和仍为无穷小，但无限

个无穷小的代数和不一定是无穷小。

1.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2.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提高学生要

持之以恒的素

养。

3.提高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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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函数的连

续性

1.函数连续性

的概念；

2.函数间断点

的概念与判断；

3.闭区间上连

续函数的性质。

1. 告诉我们要遵守事物的

发展规律；珍惜青春时光，

不负韶华；

2. 做事不要急于求成，要

脚踏实地；

3. 锻炼学生的开放创新思

维，反映在今后的生活、工

作、学习种要灵活处理问

题，多方面思考，可以事半

功倍。

1.讲函数的连续性时可以延伸到生活当中的

一些例子，比如气温的变化，植物的生长都要

遵守连续性，拔苗助长的故事；

2.我国古诗文中有很多名句中体现了连续性

的变化，比如陶渊明的名句，勤学如春起之苗，

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

其损，日有所亏；

3.某人早 8 时从山下旅店出发沿一条路径上

山，下午 5 时到达山顶并留宿，次日早 8 时沿

同一路径下山，下午 5时回到旅店，则必存在

某时刻 使这人在两天中的同一时刻 经过途

中的同一地点为什么？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4.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核

考核。

1.与实际问题

相结合，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并激

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学生

学习积极性。

2.提高学生做

事脚踏实地的

素养。

3.提高教学效

果。

项目 6：函

数的导数

1.函数在单点

处导数的概念、

导函数的概念；

2.导数存在的

充要条件；

3.导数的物理

和几何意义；

4.可导与连续

的关系；

5. 函数导数求

导法则及运算；

6. 高阶导数。

1.函数求导是一个有量变

引起质变的过程，最后实现

数与形对立统一，认识矛盾

主次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

从而指导学生做好人生规

划，掌握轻重缓急；

2.引导学生在生活、学习以

及工作中，做任何事情都要

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捷径

可寻，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

做事 态度，告诫学生做任

何事情不能“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

1、导数的概念：不仅观察事物的变化，更要

解释变化的规律；

2.高阶导数求解过程，层层递进求导，要求学

生做事仔细认真、不断探索。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理解问题本质，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3.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匠

心”精神；

4.增强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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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函

数的微分

1. 函数微分的

概念；

2. 函数微分的

运算；

3. 微分的应用。

1. 结合水利专业进行教

育，学数学是科技强国的基

础，数学是解决问题的钥

匙；

2. 学习历史人物刻苦学

习，对真理知识精益求精的

科学态度和精神。

1. 水管壁的截面是一个圆环，它的内半径为

r,壁厚为 h,求这个圆环截面面积的近似值。

2.数学是知识的工具，亦是其它知识工具的源

泉。 —法国数学家笛卡尔，简要介绍笛卡尔

生平。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增强教学效

果。

项目 8：中

值定理

1.罗尔中值定

理；

2.拉格朗日中

值定理；

3.柯西中值定

理。

1.通过了解三位数学家的

生平，激励学生要学习数学

家、科学家们身上那种孜孜

不倦、勤奋探索的科研精

神，珍惜求学的好时光，迎

难而上、学知识、长本领，

将来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的人才；

2.让学生了解到定理的本

质，认识到事物发展都是从

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

的推理过程，让学生了解的

事物的发展规律，培养从点

到面，逻辑归纳等能力。三

个定理层层推进，在学习中

也要注意做好基础，一步一

个脚印，不能好高骛远，只

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

功。

1. 介绍罗尔、拉格朗日、柯西的生平事迹。

2. 先探讨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

西定理的条件与结论，理解三者之间的结论递

进关系。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 化 趣 味

性，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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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9：洛

必达法则

1.洛必达法则；

2.洛必达法则

的不足。

洛必达法则虽然不是洛必

达本人独立的成果，洛必达

老师伯努利却没有去认领

成果，体现了伯努利高贵人

格品质，同学们不管是在学

习、工作、生活中一定要诚

实守信，一诺千金。

洛必达法则简介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项目 10：
函数的性

质讨论

1.函数的单调

性；

2.函数的极值；

3.函数的最值；

4.函数的凹凸

性。

1.通过学习极值，让学生意

识到一次一时的挫折并能

代表你的全部，眼光放长

远，不要为一时所困，人生

起起伏伏，我们经过努力，

就一定会走出低谷，迎来一

次高峰，我们才能让极值变

成最值，走向人生一个又一

个的高峰。

2.抗弯截面模量是最大值

的求解，学生可以知道同样

一块木料，不同形状，不同

的几何尺寸便会有不同的

性能。同样作为一个人，在

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知识

层次，不同的教育，便会有

不同的人生目标，便会发挥

1.函数的极值概念图形；

2.函数的极值与最值区别（局部与全局）；

3.函数最大值的应用——抗弯截面模量；

4.足球的最佳射门位置；

5.学习之前引入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为

什么设计成曲线？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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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价值作用。

3.把通过函数最值在实际

中的应用让学生知道数学

是时时刻刻与生活相结合

的，以此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并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项目 11：
不定积分

概念及其

运算

1.不定积分的

概念；

2.积分的基本

公式和性质；

3.直接积分法；

4.换元积分法；

5.分部积分法。

1.激励学生要学习数学家、

科学家们身上那种孜孜不

倦、勤奋探索的科研精神，

珍惜求学的好时光，迎难而

上、学知识、长本领，将来

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才；

2.一题多解，对学生理解知

识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

力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更

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推理能

力，培养学生创新开放思

维，进一步启发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学会灵活处理问

题。

1.不定积分概念的引入：“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的自由落体实验，简介伽利略；

2.求不定积分时不同积分法求解形式不同。看

待问题由表及里，不要流于问题的表面。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 化 趣 味

性，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

2.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3.增强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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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
定积分概

念及其运

算

1.定积分的概

念与性质；

2.微积分的基

本公式；

3.定积分的换

元积分法；

4.定积分的分

部积分法；

5.广义积分。

1. 定积分概念中的近似值

与精确值之间是相互统一

的。

2.复杂问题都是由简单的

事情组合而成，我们用智慧

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简单

的事情，更容易找到解决方

法。

3.微积分基本公式是牛顿

和莱布尼兹共同完成的，体

现合作发挥群智，一实现共

赢，提倡大家平时多与他人

多合作交流。

4.无穷积分中，积分区间不

同，积分值有的无限，有的

限值。故我们做事情要掌握

事务的本质，了解发展的方

向，进行解决问题，否则，

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1. 定积分的“化整为零”数学思想；

2. 定积分概念；

3.牛顿和莱布尼兹微积分基本公式；

4.无穷积分。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 化 趣 味

性，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4.增强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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