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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科数学教学设计中的辩证关系 ①

张西恩
（廊坊师范学院 数信学院，河北 廊坊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从研究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目标层次上的针对性、教学内容层次上的适应性、探索提高大学文科数学教学策
略方法层次上的效度及其对象层次需求的匹配度出发，探讨教育数学理念下大学文科数学教学设计理念上的若干维度。

研究表明，在大学文科数学教学设计中，必须处理好学科严谨度与文化饱和度、设计问题难易度与受众广泛度、教学内容

宽泛度与处置合情度、教学策略科学性与情感融入度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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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在大数据时代，实用数学素养、公民数学素养、专业数学素养、休闲数学素养以及文化数学素养是作

为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数学素养［１］，大学文科数学培养的正是文科学生的上述数学素质和思维素

质。然而，大学文科数学在我国高校开设的时间较短，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的课程体系，尚未形成熟悉

文科各专业的教师队伍，从目前情形来看，关注大学文科课程改革的研究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及参与具

体教学的广大教师，在教学理念、课程内容等具体要求和认识上尚缺乏深入且统一的结论，在很多方面

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和理论空白［２］。

自２０１１年以来，笔者多次对廊坊师院和邯郸学院的文科生进行过问卷调查，样本总数达１千多人
次。结果显示，在对数学课的价值认识上，２５％的同学认同其价值，５６％的不认同，１９％的回答“说不
清”；关于课程内容，１８％的同学认为合适，３８％的认为基本合适，４４％的认为不合适；对教学方式的满
意度，呈现严重分化，可能与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有关；就教与学的效果而言，有６０％的同学认为“一
般”，有５％的人认为“很差”，只有３５％的同学认为“较好”。调查发现，《大学文科数学》课程和教学中
存在着突出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课程的内容体系定位不够准确。

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方面理应针对文科专业的特点，定位于培养文科生的数学素养，而现状却是传统的

理工类高等数学内容体系的移植和删简。其二，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急待转变和改进。教学中

重知识的传授，轻数学思想方法的提炼，注重结论而非过程，很少涉及人文教育。这样的现实促使我们

思考：大学文科数学与传统理工类高等数学所教授的技术数学相比，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目标与方法是

否应该有明显的区别？若有，差别又何在？在教育数学理念之下，如何改良高等数学［３］，使之较易被文

科生接受呢？为此，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调查实验，对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目标层次上的针对性、教学内

容层次上的适应性、探索提高大学文科数学教学策略方法层次上的效度及其对象层次需求的匹配度，进

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发现了文科数学教学设计上的若干维度。研究表明，大学文科数学课程和教学

设计理念上必须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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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学文科数学课程和教学设计理念上的几个辩证关系
２．１　学科严谨度与文化饱和度

严谨性是数学三大特性之一，自不待说，所谓文化饱和度是指始终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作为整体

文化的子文化去教学，始终把数学与其他人文专业融合在一起去教学，即最大程度地使数学教学文

化化［４］。

如极限定义方式的选择上，从学科上讲最严谨的定义方式是“ε－δ”定义，但其难度已大到大多数
文科生难以理解的程度，当然极其不利于其成功体验，只能挫伤其学习积极性。此时，我们从数学文化

角度去考量，可以安排这样的文化之旅，从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割圆”的思想入手，带领学生了解极限

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从有限到无限、由量变到质变，从而给出极限的描述性定义，极限“概念”难点得以

突破，同时，匹配了文科学生对知识层次上的文化需求，也突出了数学思想的哲学意义。

再如，在学习函数、函数的导数、函数的原函数之相互关系时，以学科严谨度来说，函数的导数是函

数的差商的极限，而函数的原函数的导数是函数本身，以人文角度来说，正应了一句俗语“前三十年由

父看子，后三十年由子看父，”从求导运算上来说，如果说函数的导数如函数生成之子的话，那么函数的

原函数则似函数生命之父，函数的原函数、函数本身及其导数构成了祖孙三代，这样的比喻不仅不会破

坏这些概念间关系的严谨度，而且为干涩的数学浇注了人文的营养液，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知道，形式化、规范化的数学语言是数学的特点之一，也是数学的优势之一，恰当的数学符号能

够较好地推动数学的发展，这也是数学文化的内容之一［５］。也正是这些符号，使数学更加抽象、神秘、

干涩和冷艳，令许多文科生望而却步。如果把这些符号的来历讲清楚，优势展现和彰显出来，让干巴巴

的符号有血有肉，充满人情味，使之达到充分的文化饱和度，我想任何人都会喜欢上它们的。比如，积分

符号∫是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的，它是字母Ｓ拉长而成的，Ｓ是 “求和”的英文“Ｓｕｍｍａ”的首字母，
表示定积分是一个特殊的求和过程［６］；该符号既有准确的内涵又有简洁的形式，外形似一个身材修长、

凹凸有致的美女，美丽而高雅。再加上∫
ｂ

ａ
还能表达出积分的上下限，形象、好用，所以这样的定积分符

号被数学家广泛接受且一直延用至今。与莱布尼兹同时代的大数学家牛顿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也创

造了自己的导数符号 ｘ和定积分符号［７］，虽然这些符号也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终因不如莱布尼兹创

造的符号好用而逐渐消亡。

２．２　设计问题难易度与受众广泛度
大学文科数学的教学要针对最广泛的文科学生群体，而不仅仅是那些对数学感兴趣的佼佼者，是作

为提高文科生数学素养的文化教育，而不是培养研究型专业人才的理论教学。因此，设计问题情景应尽

量切合日常生活实际，由浅显易懂的问题切入，真正做到由浅入深、深入浅出，这样才能降低思维梯度，

使文科生有兴趣、可触及，数学教学才能有血肉、富实效。

比如“微分”概念的引入，一般的数学教材是从面积改变量实例引入定义，之后解释其几何意义，其

引入过程理论性强、问题性差，引入概念的价值不明。若改为如下引入方式，由曲线ｙ＝ｆ（ｘ）上的点Ｐ，
横坐标从ａ变成ｘ时，函数值从ｆ（ａ）变成ｆ（ｘ），估计函数值的增加量，此时，作出点 Ｐ０（ａ，ｆ（ａ））处曲
线的切线：ｙ＝ｆ（ａ）＋ｆ′（ａ）（ｘ－ａ），以ｙ≈ｆ（ｘ）代换得ｆ（ｘ）≈ｆ（ａ）＋ｆ′（ａ）（ｘ－ａ），可见ｆ（ｘ）的增
量近似值为ｆ′（ａ）（ｘ－ａ），横坐标改变量很小时，切线接近曲线，以ｆ′（ａ）（ｘ－ａ）为ｆ（ｘ）的增量的近似
值的误差也很小，而ｆ′（ａ）（ｘ－ａ）是更易计算的，所以精度要求不高时，此法是有效的，称ｆ′（ａ）（ｘ－ａ）
为ｙ＝ｆ（ｘ）在处ａ的微分，这里既加强了导数的应用，突出了“以直代曲”的思想，也指出微分方法的价
值和有效性（以简代繁）［８］。这样的设计，构作了难易适中的问题情景，使知识梯度化，降低了思维坡

度［９］，自然地，便赢得了最广泛的受众。

２．３　教学内容宽泛度与处置合情度
目前，大学文科数学教材版本很多，包含的内容有一元函数微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概率与统计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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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线性代数、微分方程、运筹学等，具体工作中，我们会结合课程学时遴选出一部分去教学，而按照培养

文科生数学文化素养和思维熏陶的功能，我们的选择通常是尽量宽泛地涉及业已成熟的方法和完美的

结论，以便让学生尽量多地接触不同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也从不同角度去了解数学文化概貌。与此

同时，是否应该且敢于介绍那些并没有完美结论的数学问题呢？这里指的不仅是那些难以攻克的数学

猜想，更是指数学家获得真理的思维过程、数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数学方法的缺陷，因为数学家们

不断试误、创造真理的过程，解决新问题、完善旧方法的执着与勇气，正是提高文科生数学素养的重要源

泉，也正是数学课中德育渗透的重要法宝。

比如，利用面积引出积分，同样是对于“曲边梯形面积是什么？”的问题，教材通常是通过对计算方

法的介绍，给出一个看似“唯一”的定义，这样就错失了借助这个典型问题对初学者进行思想启发的好

机会。相反，如果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思考，重视分析问题的思维过程，不必盲从于所谓共识，在

没有完美的结论之时，依然敢于将“说不清”或没有唯一结论的问题讲出来，或者指出解决问题的某一

结论和方法的局限性，提示学生进一步思考，这虽然需要教师极大的勇气和肚量，但却还原了历史的原

貌，这样的处置是合乎生活情理的，有血有肉的，也必然是学生更愿意接受的数学。

２．４　教学策略科学性与情感融入度
当代大学文科生具有较强的叛逆心理、很强的自我意识、较差的抗挫折能力，其数学基础相当薄弱，

致使他们对学习数学具有很强的抵触和恐惧心理，这种现象在高校文科生中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学

生对学习文科数学存在许多情感问题，学生不明确高校开设文科数学的作用，认识不到学习文科数学对

自身的重要性，认为学习的内容枯燥乏味，学习文科数学就是为了修个学分，这样的情感使文科学生学

习数学索然无味。因此，我们在讲究教学策略科学化时，将情感融入大学文科数学教学中势在必行［１０］。

情感融入的基础当然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给数学情感的培养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属于教育心理

学的研究范畴。我要强调的是，在教学内容和策略的设计上，如何充分运用数学文化的人文价值实现这

一融入。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也是数学教育者热议的焦点之一，这里的切入点是数学文化融入的泛

生活化，是“有机的”“水到渠成的”［１１］。

教学设计中，不应拿出专门的章节“正正经经”地去讲数学史或数学家故事，而是在每一部分数学

知识的教学之内，“信手拈来”“无心插柳”，这样介绍的数学趣闻、历史背景和知识内容有机结合而非附

着于表面，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激起情感的共鸣才有了可能。当教学策略的科学性与情感的融入度有了

高密度的匹配，转变文科生的数学观和学习积极性才有可能成为可以企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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