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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作为高校一门理工科专业的公共基础必修

课程，也是大学生入学后学习的第一门数学类课程，是其他

相关专业课程的坚实基础 [1]。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特别

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前沿问题都直

接或间接地用到数学理论知识。高等数学的学习不仅培养了

学生各方面的技术能力，如提高抽象思维、扩展逻辑推理、

提升空间想象、注重实验观察等各方面的能力，也培养了学

生综合分析问题、创新思考问题的意识等，引导学生坚定文

化自信，提高爱国主义情怀。高等数学课程长期以来的特点

就是课时较多、覆盖面广，并与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息息相关，

学生与老师都极为重视。笔者希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拓展

理论概念、提高知识面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思想，深度挖

掘教材中思想性和教育性的素材，让学生对知识点理解掌握

得更扎实透彻，鼓励学生发挥自主思考探索能力，更深刻地

体会数学的实用价值与文化之美 [2，3]。本文将通过几个知识

点的教学案例详细探讨如何将思政的思想融入高等数学课

堂教学中。

2  复合函数概念与散文诗结合

复合函数是高等数学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函数，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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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内容就基于复合函数之上。有了复合函数定义才

有了千变万化的各种函数，才有了教材之后的函数性质分

析。教材中一般讲复合函数是符合映射的一个特例，具有一

定的定义域值域并含有中间变量的函数。相对而言定义比较

抽象，学生有时候很难想象复合函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为

了更好地理解复合函数，引入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抒情诗《断

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

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通过富有浪漫诗意的一段生活中的情境，体现

了世间万物都是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一切都是相对的哲学

思想。“你”在看风景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眼中看风景的那

副“风景”。“你”看到月亮，觉得装饰了自己的窗子，其实“你”

又何尝不是他人梦中的装饰呢？正如复合函数是由一个个

具有逐层包含关系的中间变量复合而成。对中间变量“你”

而言，既是它自己自变量的函数，也是它所对应函数的自变

量。作为“你”的角色，在整个散文诗中关联了看似互不相

关的不同事物。既让人们体会到诗歌的文艺之美，也让人们

感受到数学中的复合思想。对于学生而言，生活中每个人都

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个体之前，个体与整体之间都是相

对关联相互依存的，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树立强烈的集体

荣誉感，激发对自己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同时也警示学

生在人生中感悟到美与丑、善与恶都是相对的，这样就不会

被世俗观念所束缚，计较自己的点点利益得失，从而更能以

饱满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新的挑战。

3  古诗文和极限的含义与相对论的思想

高等数学中在讲函数极限存在的定义时，教材上一般采

用“ε-δ”语言，学生会很难理解什么是“无限靠近”的过程。

这时可以来欣赏一首唐代诗仙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

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

边来。”诗人展现了一幅天门山的雄奇壮观和楚江浩荡奔流

的气势，祖国山川的雄伟壮丽画卷。青山和孤帆的动与静向

人们描绘了孤帆由远而来“无限靠近”青山的诗意。同时还

可以让学生感悟到人生总会碰到各种曲折迂回或者重重困

难，正如滚滚楚江一样，在奔流不息的路上有着暗礁有着悬

崖峭壁，但他们都阻挡不了楚江永不停息的步伐。人们需要

做的就是用开阔的胸襟去面对一切，运用运动的观点去看待

一切毫不气馁也不放纵，付出不懈的努力，增强民族文化自

信，坚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4  哲学悖论与数学分析

数列求和问题以及随后的级数求和问题都是在思考无

限项求和的极限是如何产生的？从“有限”到“无限”的思

想也是数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

求知欲，可以引入一个著名的悖论——忒休斯之船悖论：一

艘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忒休斯之船，假设只要有一块船板腐

烂，它就会被替换掉，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如果用取下来的

旧船板重新造就一艘船，那么请问这两只船哪只是忒休斯之

船？这个古老的悖论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仍然焕发着智慧的

光芒。在课堂上提出这一悖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讨

论的热情，更引发学生对于无限项求和之后的事物的发展的

思考。众所周知，现代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很多伦理问题被

重新提出并有待进一步的解决。借助悖论问题，可以引导学

生提高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们今后

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踏入科学前沿领域做出成就打下良好

的思想基础。

5  结语

数学作为一门培养学生思辨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的学科，有着其公认的严谨而枯燥的特点。而在数学中

融入思政思想，可以深入挖掘数学理论的教育性与哲学性。

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养，提高学生看待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正如北宋大文豪苏轼

先生所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待问题尽量多角度、多层面

去充分分析，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体会到问题

的内在含义。本文从如何深入浅出地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去

解释数学概念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去体会数学之美，数学与

实际生活与世界的结合，从而让学生不惧怕数学的枯燥，积

极学习数学，树立信心，正确的认识这门课程，引导学生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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