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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已经演变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作为人才培育的主要基地，在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提倡

素质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工程数学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学

生的智育密切相关，而且在学生美育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所谓美育是指引导学生认识美、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从而培

养、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一种教育。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见工程数学中也包含着美，但是工程数学中的美并不像音乐、诗歌、绘画等艺术美那样可以通过韵

律、节奏、色彩等各种鲜明的因素呈现出来，而只能通过规律的算式、对称的图形等形式来展现，因而工程数学中的美往往不容

易显现出来，所以学生一般很难发现工程数学中的美。甚至有的学生在提起这门课程时神情异常紧张，他们很难想象工程数学能

与美挂钩，因为在大多数学生眼中，工程数学这门学科往往与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

应该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充分发掘工程数学这门学科的潜在价值，深挖潜藏在工程数学中的美，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审美素

养，对学生进行美育，从而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发展。 

要充分发掘工程数学中的美，进而在工程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美育，熟悉工程数学这门学科的内容是基础。由田玉、郭玉翠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18 年 9 月出版发行的《工程数学》内容涵盖复变函数、矢量分析与场论、数学物理方法三部分。作

者在介绍复变函数这部分知识时，分别就复数与复变函数的基本概念、复变函数的导数与积分、解析函数的性质和应用等内容一

一进行详细解读。在论述矢量分析与场论这部分内容时，分别详细介绍矢量函数及其导数与积分、梯度、散度和拉普拉斯算符在

正交曲线坐标系中的表达式等内容。而在阐述数学物理方法时，也详细概述波动方程、热传导方程、稳定场位势方程的导出等相

关知识。可见该书内容详实，而且较为丰富。此外该书在讲述完每章节的知识内容后都配以相关练习题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抽象

的数学概念和相关定理，便于读者巩固所学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由此可见本书对高校广大师生及相

关从业人员深入了解工程数学、提高自身专业知识能力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本书对探索工程数学教学中的美育实践也有一定作

用。以下是笔者研读《工程数学》后，对工程数学中渗透数学美育的建议： 

注重教师的精神风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如今教师已经成为学生除了家长和同学以外接

触得最多的人，而教师的精神风貌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因此要在工程数学中渗透数学美育首先要从注重工程数学教师的

精神风貌着手。教师良好的精神风貌会在悄无声息中感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教师良好的精神风

貌也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美育。教师的精神风貌包括其言行举止、精神状态及其穿着打扮。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名

合格的人民教师应努力做到诚实正直、言行一致、仪表大方、态度亲和、与人为善、举止端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感染学生。此

外教师的衣着、妆容应得体，以和谐为原则，以追求自然、端庄、大方、严谨又不失亲和为目标，从而带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在工程数学中渗透数学美育，教师可以自己的精神风貌之美熏陶学生，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美育。 

引导学生发现工程数学的实用美。工程数学存在的实质就是为了有效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高效、方便、快捷，从而改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要在工程数学中渗透数学美育可以回归工程数学的本质，引导学生去

发现工程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让学生感受到工程数学不是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进而加深学生对抽象数学概念及理念的认识，学会用理论指导实践。 

引导学生感受工程数学的简洁美。工程数学中包含着许多数学符号、公式，这些数学符号、公式的形式往往比较简约，在视

觉上给人一种简洁之美。此外工程数学用语精炼、简洁，富含逻辑，这也是种简洁之美。如果教师能在教学中把工程数学的简洁

美展现出来，让学生悟出工程数学丰富的内涵，这必然会一定程度上激起学生对工程数学的兴趣，从而通过美育促进学生的智育。 

总之，要在工程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美育就要在充分掌握工程数学相关知识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实践，如此方能将工程

数学与美育融汇贯通，让学生感受到工程数学的魅力，从而使美育和智育相辅相成，力争使美育对智育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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