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重积分概念与性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邓明香　 冯永平
（广东省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专业课课程思政要实现“门门课程有思政”，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的重点在

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本文以数学类公共课程二重积分课堂教学为例，分析了该课程蕴含的数学

思政教育元素，从教学方法、案例设计思路、改革目标和实施方案等方面提出了课程思政融入方案，
以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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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积分是多元函数微积分学应用的一个主要

内容，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抽象出来的，
是一元函数定积分、多元函数曲线积分的推广． 结合

课程思政相关元素，本文主要从学情分析、教学目

标、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设计几方面探讨了二

重积分的概念教学中如何隐性地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１ 学情分析及教学目标分析

本节课程选自理工类专业必修课《高等数学Ⅱ
２》，为一节新授课程， 第 ８ 章《二重积分》第 １ 节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教材选用林伟初，郭安

学，高等数学（经管类下册，第 １ 版），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 ０７， 面向我校一流专业地理科学专业 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３ 班开设．

本节课程学习前，学生已掌握了一些规则立体

图形的体积求法，如长方体、圆柱体、锥体等；已学完

一元微积分学、空间解析几何及多元函数的微分学

等高等数学内容；掌握了定积分概念及相关数学思

想，能熟练使用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四个步骤求

解曲边梯形面积问题． 在学习中，学生对推广后的求

解曲顶柱体体积问题能给出粗略方案，但精确化比

较困难，特别是对最后如何从近似转向精确的极限

手法难以理解；学生对概念中涉及的积分区域和重

积分符号的抽象性和复杂性有畏惧感，容易排斥抽

象的概念课．
本节课程的教学目标为以下几个方面．
知识与能力方面：掌握二重积分的概念、性

质； 学会用极限思想分析具体问题，能灵活使用

“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处理二元函数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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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掌握从实例形成概念定义的重要方法 ．
过程与方法方面：通过类比定积分，引导学生回

顾“以直代曲”在解决定积分问题中起到的关键作

用，为整节课架设一个基本思维框架，让学生明确学

习内容；借助熟悉的“顶面为平面的体积计算问题”
“密度均匀分布平面薄片质量计算问题”，引导学生

学会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数学方法，实现

能力目标的培养．
情感方面：借助引例直观体会“以直代曲”和

“逼近”的思想，学习归纳、类比的推理方式，体验从

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化归与转化的数学思

想；从实践中创设情境，渗透“化整为零、积零为整”
的辨证唯物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技服务于

生活的人文精神．
本课程用“问题驱动”教学理念的统领指导实

施课程教学，力求在课程教学中实现培养学生具备

“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 用数学的思维分析世界，
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实现世界” 的最终能力素养

目标． 　

２ 教学过程

教 学 过 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思政融入

Ⅰ． 问题引入

及问题分析

（１０ 分钟）

图 １

１． 引例 １：曲顶柱体的体积问题：

回忆柱体与长方体的体积计算→变平面

为曲面，引出新问题→回顾微积分数学史及

定积分，启发学生寻找思路→视频动态演示

求解思路，让学生有直观认识（如图 １） ．

２． 引例 ２：平面薄板质量求解问题：

回顾均匀密度下平面薄板质量计算公式

→类比引例 １ 过程，给出一般方法．

３． 引例分析：

比较总结两个引例思想方法、过程与结

构式→提炼共性→形成定义．

１． 回答问题（基本知

识，学生纷纷举手）；

２． 思考新问题（有些

疑虑）；

３． 参与互动，积极总

结

情景 － 问题教学，启发学生思考三个问题，逐层推进，

逐步深入，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用小平顶柱体近似代替

小曲顶柱体的合理性，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

升华．

实例引入，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自行探索，自然发

现问题．

视频演示求曲顶柱体体积过程，形象地展示“分割、近

似替代、求和、取极限”的经典过程，让学生直观理解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明确其正确性和可执行性，增强

学习信心．

通过图示，引导学生对引例进行类比，有益于快速观察

到要点，有助于形成初步印象．

Ⅱ． 讲授及

探讨概念

（１５ 分钟）

１． ｐｐｔ 展示二重积分定义，分步强调关键表

述；

２． 与定积分进行类比：列表类比→概念形成

数学思想和过程→二重积分的几何性质和物

理意义→二重积分的发展简史．

１． 概念讲授时主要以

聆听为主；

２． 类比中尝试学生自

己进行总结，再对照

加深理解．

强调这是重点：

１． 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加深概念理解．

２． 积分数学思想；

３． 相关的数学发展史简介，拓展知识视野；

Ⅲ． 巩固知

识与强化

拓展

（１５ 分钟）

例 １　 利用二重积分定义计算

∬
［０，１；０，１］

ｘ２ ｙｄσ； 讨论、练习

板书讲解，巩固概念及性质，感知利用概念计算二重积

分的困难性． 培养学生求真求实、踏实认真的做事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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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思想方法

与知识

总结

（３ 分钟）

Ⅴ． 课后作业

布置及预习

（２ 分钟）

１． 作业：课后习题 １，６；

２． 小组任务：思维导图制作（提示：知识结构、与定积分类比、思想方法等）

３． 预习：二重积分的计算．

教学评价

与反思

１． 在教学理念方面：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创设学习的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主角，教师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引导

者、合作者．

２． 在知识目标方面：做到教学思路清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３． 在教学过程方面：在课堂上采取小组讨论、个别提问、学生总结等方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悟数学方法，立

德树人，突出能力培养，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

４． 在教学方法与策略方面：能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板书设计

２１． １． 二重积分的概念及其存在性

一、二重积分的引入：（１）曲顶柱体的体积；（２）平面薄片物体的质量

二、二重积分的概念：（１）二重积分的概念；（２）概念包含的数学思想；（３）概念的几点注解；（４）二重积分的几何、物理意义

三、二重积分应用例题

例 １　 利用二重积分定义计算 ∬
［０，１；０，１］

ｘ２ ｙｄσ；

课程资源

１． 参考资料

（１） 菲赫金哥尔茨，微积分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０１．

（２） 朱健民，李建平，《高等数学》（第二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３） 詹姆斯·斯图尔特，《微积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２． 课程团队与教学资源

（１）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成立了“大学数学”教学团队；

（２）２０１０ － 至今的课程教学大纲、年度教学进度表、试题库；

（３）２０２１ 年团队获评广州大学黄大年式培育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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