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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数学德育元素 强化数学德育渗透
□李建明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数学教师可以

通过挖掘数学研究过程、数学研究方法、数学知识传授、中国数学发展史、数学知识之美以及数学合作学习中的德

育元素，加强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严谨务实的职业道德、爱国主义思想、人生哲学真谛以及团结协作的职业

精神教育，努力构建“课程思政本文”大格局，从而顺应当前教育教学中“课程思政化”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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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当前，

社会公众道德水平有所缺失，中职院校德育工作形式比较陈

旧、乏味，方法比较单一、呆板，效果十分不理想。所以，加强

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使其逐步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及

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数学几乎贯穿

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学是人们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它

在教育教学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数学教师要

不断挖掘数学学科中的德育元素，并在教学中渗透。遗憾的

是在当前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侧重于学生对数学

知识的掌握及注重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及数学运用能力，却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数学教学过程中德育元素的挖掘及德育

工作的渗透，即使偶尔有所涉及，也大多内容牵强，方法陈

旧，形式单一，效果十分不理想。因此，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广大数学

教师应当重视挖掘数学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并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适当的方法融入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的教育，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做到“教书”与“育人”
两不误。

一、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
学校及家庭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取得一定成效。在此

过程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渠道，但也离不开其他课

程的辅助作用。只有各学科教师横向协同作战，相互配合，

纵向持续发力，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才能构建出“润

物细无声”的育人环境，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就

要求数学教师要根据数学课程的特点，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

元素，将数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与时俱进

地调整课程设置，修订教学大纲，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解决数

学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努力构建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
二、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策略
( 一) 挖掘数学研究过程中的德育元素，对学生渗透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客观、科学的学

科，严密的逻辑性和抽象性是数学的基本特性。同时，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学科也在不断发展，而数学反过来又

推动着其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断发展变化来说，数学充

分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例如在学习函数、积分

等概念时，可以适当运用信息技术形象、生动的特点，演示函

数、积分等概念的产生过程，让学生通过演示过程，从客观现

象中总结出抽象的概念。这不但显示了数学的逻辑严密性，

同时也展示了数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对现实世

界中客观现象的推算演练的特性。这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

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另外，在学习正数与负数、
微分与积分、离散与连续等内容时，适时渗透对立与统一的

哲学思想。此外，在学习一元二次不等式、一元二次方程以

及二次函数后，可以发现上述内容都是由 ax2 + bx + c( a≠0)

变换得到，同时通过认识三者之间的联系，为正在解决的问

题提供帮助。
从数学特点中挖掘出这些德育元素，对学生进行德育教

育，逐步帮助学生建立严谨科学的世界观，学会以科学的方

式进行思考，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创新的能力会起到起到很

大的帮助。同时，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学在人们

探索世界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数学学科的价值有

更加深入、正确的认识。从不断的数学探索中，认识到知识

永无止境、探索永不停止、人生奋斗永不止步，明白追求自我

价值是人生的主旋律这一真谛。
( 二) 挖掘数学知识传授中的德育元素，对学生渗透严谨

务实的职业道德教育。教师要在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就必须重视在数学知识的传授中潜移默化地融入德育内容。
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适时地引入职业道德教育，将说教式的德育转变为体会式

的德育［1］。如在教学描点法作函数图像时，教师可通过信息

技术将无数个散点按照特定规则进行排列，最后描绘出光滑

圆润的图形。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点就体现了规则意识，

同时图形也是这些点团结合作的成果。由此，教师就可以引

导学生认识到虽然每个人都独立存在，但是只要每个个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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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规则，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默默奉献，发挥团队合作精

神，就能完成个体不能完成的学习或工作任务，从而让学生

逐渐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慢慢培养和形成集体荣誉感。
严谨性是数学的特征之一。一是数学定义准确地揭示

了概念的本质属性，二是数学的结论存在唯一、对错分明、绝
不模棱两可的特性，三是数学的逻辑推理存在严密性，从公

理、定理以及条件的应用到结果的推出，绝不允许有一句假

话，半点遗漏、含糊。严谨性、事实求是是学习数学基本品

质，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是德育的内容之一。
如通过以下例题的讲解就能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

例题，有一动直线和两坐标轴分别交于 A、B 两点，ΔABO
的面积为 12，P ( x，y) 点分线段 AB 成 1 ∶ 2，求 P 点的轨迹

方程。
解: 设线段 AB 在 x 轴和 y 轴的截距分别为 a 和 b，则有:

ab = 24

又，x = 1
3 a，即 a = 3x

同理，y = 2
3 b，即 b = 3

2 y 即有 3x × 3
2 y = 24

整理可得 xy = 16
3

这个解答其实是不完备的，事实上，当且仅当 AB 落在

一、三象限时，a 和 b 同号，才有 ab = 24
而当 线 段 AB 在 第 二、四 象 限 时，a 和 b 异 号，故

有ab = － 24

同理 xy = － 16
3

综上所述，可得，xy = ± 16
3

通过这道例题的讲解，不但要向学生传递解答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还要向学生展现数学学习过程中严谨思维的重要

性，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精神。
在数学教学中也可适时引入数学家的励志小故事，培养

学生持之以恒的职业精神，这些德育元素的渗透，潜移默化

地培养了学生严谨务实、持之以恒的学习作风。同时辅以教

师的引导，假以时日，将逐步树立学生严谨、务实、顽强的职

业精神，强化其职业意识。
( 三) 挖掘中国数学发展史中的德育元素，对学生渗透爱

国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之

一，在数学课程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教

师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这些素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会收到良好的德育效果［2］。比如在学习正负数时，可分

享我国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正负术”的算法理论; 在学

习到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联立方程的解法时展示比西方同

类解法早 1 500 年左右的《九章算术》的解法，同时展现出我

国辉煌的数学研究历史。在学习勾股定理时，可分享《从勾

股定理到费马大定理》的内容，并形象展示勾股定理的欧几

里得证明方法; 在学习到圆周率时分享两千多年前《周髀算

经》中的“周三径一”内容，同时应用信息技术展示中国数学

家刘徽的“割圆术”，从而自然地得出圆内接多边形的周长是

圆周长的近似值、面积是圆面积的近似值的结论，同时分享

我国 古 代 数 学 家 祖 冲 之 运 用 测 圆 术 将 π 的 值 精 确 到

3. 1415926 ＜ π ＜ 3. 1415927 的光辉历史，直到 1 200 年后，人

们才用更先进的方法算出更为精确的圆周率值。在学习到

二项式定理时展示杨辉三角规律示意图，并适时讲解南宋数

学家杨辉所著的《详解九章算法》的部分内容。在教学中展

示这些内容后，与学生一起讨论，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在数

学研究应用方面的辉煌成就。同时适时穿插展示我国现代

数学研究成果，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推广的优选

法，被誉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陈景润成功地证明了数

论中的“( 1 + 2) ”定理，这些知识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调节

了课堂气氛，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还让学生从

数学发展中了解我国灿烂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民族自豪

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从而使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并最终

实现学生政治素养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成为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1 1 ( a + b) 1 = a + b
1 2 1 ( a + b) 2 = a2 + 2ab + b2

1 3 3 1 ( a + b) 3 = a3 + 3a2b + 3ab2 + b3

1 4 6 4 1 ( a + b) 4 = a4 + 4a3b + 6a2b2 + 4ab3 + b4

………………… …………………………………………
( 四) 挖掘数学知识之美中的德育元素，对学生渗透人生

哲学真谛。人生哲理也可称为人生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可以帮助人们规范行为标准，端正生活态度，明确人生

目的，领悟人生真谛，对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起到“灯塔”
的作用。而数学往往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数学家克莱因

认为:“数学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也是人类心灵最独特的

创作。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

动人情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学可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

能给予以上一切。”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数学中的相关元素，

充分展示数学中的对称美、简洁美、和谐美、奇异美的特点，

向学生传递人生哲学真谛。如在学习函数的单调性时，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展现出单调递增区间和单调递减区间的和谐

美。借此启发学生，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

顺，前进的道路上总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不能

因为前进中遇到挫折，就自暴自弃，只要始终保持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正确面对挫折，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勇往直前，

人生就会有所收获。同时也要告诫同学们，人无千日好，花

无百日红，最风光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时刻，盛名之下

更须谦虚谨慎。
总之，只要数学教师切实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育人职责，

在教学过程中有明确的德育渗透意识，就一定会发现并挖掘

出数学学科中的诸多德育元素，并运用适当的手段将德育内

容与知识传授融为一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德育熏

陶，达到德、智双育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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