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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探索 ①

———以湖南工学院为例

关洪波，刘瞡忠，王胜
（湖南工学院 数理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２）

摘　要：作为公共基础课的重要课程之一，高等数学为众多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思
维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各学科和工程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通过剖析湖南工学院高等数学教学现状，

指出了高等数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教学改革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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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学院是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把培养“三重一高”（即重基础、重技术、重能力、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作为公共基础课的重要课程之一，高等数学为众多学科提供必要

的理论基础，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思维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各学科和工程实践中解决问

题的有力工具。然而高等数学的重要性却不被学生理解，学生普遍感到高等数学枯燥乏味，不重视高等

数学的学习，考试不及格率一直居高不下。如何进行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

以适应我校“三重一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值得同仁共同探索的问题。

１　我校高等数学教学现状
１．１　重视理论知识，忽视应用能力的培养

高等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其内容环环相扣，科班出身的数学老师为了追求理论严谨，在教学上

往往希望面面俱到，希望能够讲多讲全，而我校高等数学课时较少，有限的课时主要用在定义阐述、定理

证明、公式推导和例题讲解等基础理论内容上，对如何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各学科专业中遇到

的数学问题则没有时间提及。这种重知识的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技巧的训练轻数学思想的学习、重

理论教学轻数学应用的训练等教育思想观念普遍存在［１］。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我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不符。

１．２　没有分专业，与专业衔接不强
我校是一所工科院校，工科类专业教材相同［２］，教学内容、授课进度计划也相同，而各专业所需求

的数学知识却不尽相同，教学上不加以区分，使得有限的课时浪费在很多学生不需要的知识上，增加了

学习难度，同时对各学科后继所需要的知识、该细讲精讲的知识却没时间深入讲解。很多专业课老师反

应学生数学基础不好，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还需要他们来补充高数知识，或不能将高数知识学以致用。

１．３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单一
由于高等数学课时少内容多，教学上老师们基本都是满堂灌，很少有时间让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只

能被动接受，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帮助。部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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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采用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方式，很少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多媒体教学，教学方法单一。

１．４　学生个体差异大，不能因材施教
据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１９９１年仅为３．５％，至２０１４年已上升为３７．５％。前教育部长周济在

２００５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２０２０年实现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４０％的目标。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
为普通教育。很多高校也从培养学术型人才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变。现在的大学生与早年那种百里挑

一的大学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高等数学教学内容和方法却多年没有改变，已不适应大众化教育。

２　我校为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所做的努力
２０１２年开始，我校在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开始了分级教学试点，按基础将学生分为 Ａ班、Ｂ班教

学，根据学生的基础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能够因材施教，使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数学。

我校开设数学建模、经济数值分析及 ＳＰＳＳ应用、工程数值分析及 ＭＡＴＬＡＢ应用等选修课，培养学
生使用计算机软件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教研室全体教师每周都开展学习活动，如讨论如何设置各专业学生的教学进度计划，如何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等问题。笔者所在教研室还开设了学习班，系统学习 Ｍａｔｌａｂ等软件，不断提高教师的
业务能力，为开设数学实验课做必要的准备。

３　改革思路
３．１　重视数学能力的培养

我校没有数学专业，高等数学教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学术型人才，所以教学上不需要像培养数学专业

学生一样过分强调数学知识体系的完整，应更加重视学生“用数学”的能力，即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

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２　分专业制定教学大纲
我校理工类专业一直使用同样的教材和教学大纲，缺乏专业针对性。因此，高等数学教师应该多与

专业教师沟通，了解各专业所需的数学知识，针对不同专业重新制作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如例题可

多讲解一些学生在后继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使高等数学充分发挥其工具学科的优势，与专业知

识无缝连接，更好地为学生学习后继专业知识服务。

３．３　教学方法和模式需要改进
教学上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在课堂上不需要满堂灌，讲解应该少而精，以引导、激发学生的能力

为主，注重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教学软件进行教学，使教

学内容能够形象直观，加快学生对抽象的数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教学效率。

３．４　应将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融入到高等数学的教学中
我校已开设数学建模选修课，近年来，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数学实验”泛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用计算机和数学软件学习数学，是继数学建模之后对数学教学体

系、内容和方法改革的又一尝试［３］。其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

识，并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去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培养“三重一

高”人才有着积极的作用。近些年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数学实验课程，我校也应该做相应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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