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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it discusses specific measures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mathematics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designs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ideas of "practical problems-theoretical research-problem solv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culture throughout the whole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tific inquir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e process of infiltration and nourishment of mathematics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focus on guiding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nes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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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探讨高等数学课堂思政教学改革中具体措施，设计“实际问题-

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的高等数学教学思路。将数学史和数学文化贯穿整个教学，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究

的兴趣，在数学文化的浸润和滋养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同时注重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课堂思政，高等数学，教学手段 

1.引言 

作为理工科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一门重要的基础

理论课程，高等数学旨在为学生后继课程学习中进一步

获取数学知识（如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奠

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同时也是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必考课程之一。对高等数学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

能够系统地获得高等数学的基本知识，在掌握函数与极

限、一元微分学、一元积分学、多元微分学、多元积分

学、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等理论内容基础下，能熟练地

运用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学，培养

学生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几何直观和空间想象能力。  

高等数学课程的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学生初入大

学校园，并且刚刚步入成年人行列，面对着与中学时不

同的生活学习环境，适应大学的学习习惯尚未完全建立，

同时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未完全形成，因此，

将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实现全程全方位高效化育人，使

学生在掌握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思

想素养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感，是非常有必要的。 

培养什么人,是值得每一个教育者终身思考并为之

付诸行动的问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课程思政指的是将所有课堂作为育人主要途径，将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把传授知识与引领

价值的相结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引导教育学生，起到

润物无声的功效
 [1-3]

。高等数学课程授课面广，其重要

性与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保障课堂思政

教育能够实施的一个有力支撑，思政教育与高等数学课

程教学进行有机融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提炼课

程中所蕴含的思政育人元素，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

政教育，使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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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课程思政的措施 

高等数学的教学中实施课堂思政，即将高等数学教

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过程进行有机结合。对于高等

数学的学习，想让学生真正能够扎实掌握，教师不仅要

向学生讲解知识点，更要将知识的产生、发展、形成过

程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也就是说高等数学的文化内涵是

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重

要途径。将数学史的内容融入到数学教学中，不仅可以

激发学生对数学各类知识点的理解与认识并能够灵活

运用，还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数学，体会数学文化，

增加对数学的学习兴致，提升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综合

素养水平。根据教学内容，融入的课程思政元素初步设

计如下表 1： 

 

表 1：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所融合的思政元素 

章节内容 课程思政融入点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映射与函

数 

引导学生主动观察社会，增强

学生的社会知识，培养学生合

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意

识。 

案例式教学：通过介绍出租车计价方式导入分段函数相关数学知

识的学习。 

数列极限，

函数极限 

通过课程中相应内容历史文化

的介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建设祖国。 

案例式教学：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借鉴庄子曰“一尺之棰，日

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思想，在《九章算术》的注文中，利用增

加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来逼近圆，获得的圆周率在当时是世界

上最准确的结果。 

函数图形

的描绘 

强调“工匠精神”，中国自信。

作为教师，做到言传身教的统

一。 

情景式教学：结合图片资料，通过“大国重器”的介绍让学生了

解中国装备制造的发展历程。 

常系数齐

次线性微

分方程 

学习数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顽强的毅力，成就自己的人生。 

探究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相结合：讲解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求解的过程中，用到了著名的欧拉公式，由此引入数学家欧拉的

故事。 

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

微分方程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激发学

生探究数学的热情。 

案例式教学：通过讲解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海峡大桥在风的作用

下发生坍塌，引出弹簧振动问题。 

向量及其

线性表示 

弘扬主旋律，培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探究式教学：讲解坐标系和坐标轴的知识，将坐标系𝑥轴、𝑦轴、

𝑧轴分别标注为“国家坐标”、“社会坐标”、“个人坐标”，

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要素。 

多元函数

的极值 

培养学生认真上进的奋斗精

神。 

讨论式教学：向学生介绍多元函数极值，最值的概念，引导学生

思考讨论：一个国家，单位以及一个人的一生，本质上都是在追

求极大值和最大值。 

对弧长的

曲线积分 

学好基础知识对于学好各学科

至关重要，要脚踏实地，一步

一个脚印才能向前。 

探究式教学：引出曲线积分知识点时，由定积分的知识过渡 

常数项级

数的审敛

法 

介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鼓励

学生立志成才。 

案例式教学：介绍级数的判别方法与优缺点，通过实例训练，最

后介绍达朗贝尔，柯西等人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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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具体设计分析 

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课程，通过课堂教学，

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素质和

能力。下面给出高等数学中《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内容的教学设计，具体说明教学中课堂思政元素的

引入。 

2.1.1.教材内容分析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是同济大学数学系

编著的高等数学教材第七章微分方程第八节内容，本节

主要探讨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以二阶为例）的

特解和通解，本节内容是之前学习微分与积分的应用, 

为之后学习高阶微分方程求解奠定基础，在整章内容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2.1.2.学生学习情况分析 

需要在学习一元函数微积分学、一阶微分方程、高

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和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解的基础上来开展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

学生前期已经学习过本节的铺垫知识, 具备顺利完成

本节学习任务的基础。 

2.1.3.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掌握以下类型的方程 )(xfqyypy  求解： 

1. x
m exPxf )()(  ,是常数, )(xPm 是关于 x 的 m

次多项式。 

2. xexPxf x
l  cos)()(  + xexQ x

n  sin)( ,其中 ，

是常数, )(),( xQxP nl
是关于 x的 nl, 次多项式。 

过程与方法 

本节课的教学旨在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独

立思考能力，并且提升其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运用到实际

问题中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本节课的教学通过传输数学文化，以增强学生对数

学文化的认知，培养综合素养，激发学生积极探究数学

的热情。 

2.1.4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会求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正弦函数，

余弦函数以及它们的和与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

微分方程的特解和通解； 

难点：自由项含有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特解以及通解的求法。 

2.1.5.教学方法 

综合运用启发式、发现式等原理性教学方法，讲授

法、讨论法等技术性教学方法和操作性教学方法。将传

统的“讲授-记忆”教学方法转变为“直觉-探索-思考

-猜想-验证”为主的探究式教学方法。 

2.1.6.教学过程 

实例引入：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海峡大桥在风的作

用下发生坍塌，引出弹簧振动问题. 

  
图 1 正在坍塌的大桥    图 2 重建的大桥 

新课教学：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的一般形式

为 

)(xfqyypy               (1) 

要求方程(1)的通解，只要求出它的一个特解和其

对应的齐次方程的通解。上节我们已经解决了求其对应

齐次方程的通解的方法，因此，本节要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求得方程(1)的一个特解 *y 。 

方程(1)特解的形式与右端的自由项 )(xf 有关，这

里只就 )(xf 的两种常见的情形进行讨论。 

x
m exPxf )()(  型（探究式引导） 

当 x
m exPxf )()(  时，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

分方程具有形如 
λx

m
k* (x)eQxy 

                (2) 

的特解，其中 )(xQm 是与 )(xPm 同次（ m 次）的多

项式，而 k 按 不是特征方程的根、是特征方程的单根

或是特征方程的重根依次取 0、1 或 2。 

例题选讲（板书、课件展示求解过程） 

例 1 下列方程具有什么样形式的特解? 

(1) ;65 3xeyyy          

(2) .)13(2 2 xexyyy   

例 2 求方程 1332  xyyy 的一个特解。 

例 3 求方程
xxeyyy 223  的通解。 

xexPxf x
l  cos)()(  + xexQ x

n  sin)( 型（类比

教学法，与 x
m exPxf )()(  型比较） 

即要求形如 

)()( 1
)( xfexPqyypy xi          (3) 

，)()( 2
)-( xfexPqyypy x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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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程的特解。 

方程(3)的特解 xi
m

k exRxy )(*
1 )(  而 k 按 i 

不是特征方程的根或是特征方程的单根依次取 0 或 1。

同理可得方程(4)的特解 .*
2y  

原方程通解为

])()([ -*
2

*
1

* xi
m

xi
m

xk exRexRexyyy    

][ (x)sinωxR(x)cosωxRex 2
m

(1)
m

λxk   

)(),( )2()1( xRxR mm 是m 次多项式，而 k 按 i  不

是特征方程的根或是特征方程的单根依次取 0 或 1. 

例题选讲（教师讲解，学生动手完成） 

例 4 求解无阻尼强迫振动方程    

 2
2

2
sin .

d x
k x h pt

dt
   

2.1.7.课堂练习 

求方程 xxyy 2cos 的通解。 

2.1.8.课程小结，思考 

求解有阻尼强迫振动方程 
2

2
2

2 sin .
d x dx

n k x h pt
dt dt

  
                

分析物体振动规律。

 

2.2. 优化教学内容 

应用是新时代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实践是学生学习

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增强学

生的实践应用能力。高等数学比较抽象而且实际应用较

少，导致很多学生对数学没有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授

课时，要将知识点如何产生及如何运用讲清讲透，使学

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意识。另外，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侧重也是教师需要注意

的。比如教授定理时，理工类非数学专业的学生的主要

学习内容应为定理的运用，即理解掌握定理基本知识，

并灵活运用于实际问题中。在教学过程中概念的引入和

应用，应尽可能的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更易于学生的理

解和掌握。 

2.3. 突出专业特色 

高等数学作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重要数学工具，

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对于高等数学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来

讲，能够用数学等相关知识对专业问题进行准确的分析

和论证以及求解，是很多理工类专业的培养目标。这就

需要在教学中进行高等数学与专业的有机结合。在教学

内容上，教师可以结合不同的专业特点，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按照专业培养目标，梳理高等数学课程内容，并

对其进行创设和优化，实现高等数学课程和专业课程融

会互通，学生可以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解决专业问题，进

而让学生意识到数学的实用价值，让他们体会到数学是

必不可少的，对他们专业课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结论 

课堂教学是学生素质养成和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课堂教学的第一要务就是立德树人
[4]
。作为任课教师，

教学中要把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仔细分析教材，

融合课程思政，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动手实践能力，

更好的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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