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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辩证法视角下的大学数学学习 

【摘要】笔者通过数月的对大学数学课程的学习经验积累，以人文社科理论知

识储备，以在学习过程中对于数学知识与数学方法为背景，探讨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视角下对大学数学学习的经验感悟，体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的共通性，即数学知识与数学方法都体现了辩证法哲学的内在精神。 

 

大学数学的学习是建立在高中数学的基础上的，对于文科生来讲，大学数

学的学习内容相对大学内其他数学课程来说比较简单，更多体现的是对于数学

方法和数学思维的深化。例如，极限与积分的学习继承了高中的函数与导数学

习，在具体的例题中依然体现出了高中数学中常用的转化思想、函数思想、分

类讨论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等等，这些数学思维与方法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性与

科学性，其思想内涵是——科学与逻辑是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石。这一奠定

现代自然科学理念基石的主要来源于西方自然科学众多数学家与科学家们的数

学精神与思想精华，同时还有近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涵。

建立在唯物主义上的辩证法哲学坚信科学与逻辑的力量，也是大学数学逻辑思

维的精神映射之一。 

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精神与数学学科联系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建立在坚定的唯物论基础上，

即其基石是包括数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核心——科学精神。唯物主义辩证法反

映了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的思考，从其中抽象除了关于自然与社会最普

遍、最深刻的本质。它的核心思想在于，一切宇宙与人类社会的规律运行都是

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科学规律本存在与世界，而正是人类对它的发掘产生了

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建设的基础与动力。因此，物质技术的进步会推动人

类对于自然科学的深层探索。以西方数学史为例，数学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

具有代表性的学科，它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成功是紧紧相连的。科技革命、机

械技术、理论研究带来学科的突飞猛进。笛卡尔开辟了“解析几何”的全新领

域，我们常用的 x轴 y轴坐标系就来自于他 1，而在现代数学中，坐标系的建立

和以此为基础的几何学、函数学占有重要地位，在大学数学的积分学习中也有

所体现，“几何思想”成为了经典的数学思想之一。在近代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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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时期，一大批数学家也先后创立了对于现代数学举足轻重的各类数学理

论，例如牛顿、莱布尼茨先后创立了微积分，可见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物

质基础的飞跃是密不可分的。除了强调物质基础外，辩证法还强调实践的重要

性，即通过实践检验真理，任何理论都需要通过实践证明其逻辑的完整正确和

应用价值。就数学学科而言，纯理论通过数学家们的假想和数学证明证实了我

们现在通用的数学公式、规律的正确性，而数学规律被运用于各种产业制造

中，我们看到数学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突出作用，数学

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重量级，通过在各种现代产业中的应用实践

证明了数学理论的强大实用性。唯物主义辩证法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在当今社

会中已经获得了公众认可，实质上就是认同其蕴含的逻辑性与对社会生产的巨

大推动力。 

 

二.大学数学的唯物辩证法体现 

大学数学作为数学学科，具备了数学学科的普遍特征。首先，它具备典型的

逻辑科学的特征。在大学数学学习中，理论推导理论、因果推导、公式推导都是

其逻辑性的体现。同时，数学本身也是数学学科的语言工具，数学公式是使用最

广泛的数学语言，是一切题目的解体基础。大学数学要求具备灵活的逻辑思维以

及举一反三的灵活思维，在练习过程中，数学方法与数学思维也在此基础上逐渐

成型。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许多数学思维习惯，例如， “数形结合”，“构

建方程”，“特值检验”，“排除法”等等，到了大学阶段，在大学数学的学习中大

部分数学思维依然有所保留，这些思维不仅适用于数学学科，同时也是养成逻辑

思维的重要途径，体现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色彩。 

1.矛盾思想：对立统一关系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并不指“冲突”，而是强调在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性

质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相辅相成，是任何事物不可或缺的性质，也是推动

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例如中国传统概念“阴阳”，阴与阳统一存在于太极中，

共生共存，以阴阳为基础推动万物发展。在大学数学中，例如极限学科，有限与

无限概念相互对立，但也相互转化，以有限的概念推导出无限的存在，以无限来

确定有限，极限的概念正是在这两者的矛盾关系中诞生的 2。与此同时，在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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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学习中，还存在很多对立统一的概念，例如“连续与不连续”“无穷大与无

穷小量”，连续概念是极限中判断是否可导的重要概念，同时在其理论学习中也

通过“数形结合”的思想来解决部分题目。同时，我们在函数思想中经常会提到

“利用奇偶性”解决问题，奇函数与偶函数也是互为对立统一关系的重要概念，

在数学学科的多个领域中，奇偶性的性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例如在我

们学习函数时，一开始都是从基础的一元函数即直线学起，到后来慢慢引入了二

次函数等曲线函数，直线与曲线的对立统一矛盾也促进了我们在函数、导数、解

析几何等方面的深入学习。 

2.联系思想：数学不存在“孤岛” 

大学数学的学习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各种学科和公式的强关联性。从最初

的极限概念开始，到陆续引入连续概念、无穷量概念，再到导数与微分的联系、

单调性与极值、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学习，这是一个由浅入深、逐层递进的学习

过程，在后期的理论公式学习与题目练习中经常会看到，上一章节学习的知识与

本章知识的结合应用。例如，在导数章节中，洛必达法则就体现了极限与导数的

强关联性，并且在数学解题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性。定积分章节中，体现出了

掌握导数与原函数的求解方式的重要性。利用定积分求解几何图形面积与体积

值的时候，也体现出了学会函数作图的“数形结合”思想的重要性。在大学数学

的学习中，没有题目能够仅凭某一理论知识而不依靠其他理论知识而进行求解

的，数学本身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某一题目所包含的题目思想。 

3.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转化 

数学公式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的体现，解题过程则

是“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的体现，归纳法与演绎法是辩证法四大方法之一。例

如，在我们用求曲面梯形面积的方法来推导出定积分的概念时，采用的就是典型

的由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归纳法，而当我们做具体的由某两条函数线条构成的曲面

图形面积时，直接代入一般性的定积分公式即可。与此同时，“分类讨论”思想

同样也是一般与特殊的哲学概念的体现。例如当定义域为（-1,1）时，如果涉及

到的题目中含有 1/x 这样的函数形式，那么我们通常会分为（-1,0），（0,1）两

种情况进行解题最后汇总结果。又例如，在极限章节中，已知求极限的基本极限

公式，例如极限的线性运算规则等一般规则后，我们仍然单独提出需要重点掌握

的两个重要极限公式，因为这两个极限公式在实际计算中具有广泛应用性。 

4.统筹思想：整体与部分 



4 
 

我们在求解一道题目的时候，如果题目简单，往往不会考虑过多因素，直接

代入公式求解。但是当题目包含的要素逐渐增多时，就需要我们考虑更多可嵌入

的理论知识。例如，在大学数学题求解中，在积分与极限相结合的题目中，如果

出现 sinx、x的式子，我们往往需要考虑是否采用重要极限公式以及无穷量的相

关知识，将 sinx 转化为 x 从而简化计算。同样的，在复杂式子中，我们也往往

需要考虑奇偶性质如何简化式子、定义域中的正负号是否需要进行分类讨论，题

目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需要在数学学习过

程中时刻注意观察题目的局部信息以及整体解题思路，两者做到统筹安排。 

 

三.对于大学数学学习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大学数学包含了数学学科的普遍特征，也符合唯

物主义辩证法的精神内涵，其中涉及的对立统一思想、归纳法与演绎法、统筹思

想、联系思想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处理问题的办法。通过对大学数学的

学习，笔者认为，就其对以笔者为例的人文社科学生而言，其影响就是促使我们

去养成一种以数学方式对问题进行思考的习惯。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加入定量

分析和数学统计的方法，提高调研分析的精确度和可信度。同时，养成逻辑思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对问题逻辑的分析，力求研究结果有理有据，论证充分。

最后，数学对于人的思维锻炼是非常有用的，这有助于我们的创新意识和灵活思

维的培养。数学学科在现代社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基石和科技基石，并且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当下，更需要保持对于数学思维

的锻炼、对于数据的敏感，培养自己的数学分析能力，在数学思维的基础上学会

各种数据分析与统计的技能，这是当今的时代潮流，也是当下各行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因此更需要我们努力养成数学思维，提升在未来社会当中的产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安红霞,艾尔肯·吾买尔,邹庭荣.《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与数学文化的

哲学思考[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04):14-18. 

[2]金飞.谈数学与自然辩证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

刊),2016(10):109-110. 

[3]卢伟,程世娟.浅析高等数学学习中的辩证法思想[J].课程教育研

究,2013(31):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