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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高等数学%

课程教学大纲编制初探

王增
!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

摘4要!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行为准则!课程教学大纲是贯彻师范专业认证理念和落实课程教学的桥梁"

%高等数学&课程主要培养师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计算分析能力!在全面提升毕业生数学素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基

于目标成果产出导向!编制%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是落实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确保教学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 通过

领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构建%高等数学&课程与毕业要求间的支撑关系!制定可学,可评和可测量的课程目标!并通

过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构建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式"

关键词!师范专业认证$ 教学大纲$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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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师范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中

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质量改进-

&!'

( 近年来#

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研究专业建设)课程教

学的成果陆续出现&#

3

+'

#但是研究教学大纲编制

的成果还不多( 作为教学的行为准则#教学大

纲是师范专业认证和课程教学实施的桥梁( 教

学大纲中课程目标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毕

业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确保教

学的顺利实施( 在教学大纲中#要阐明课程目

标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目标

与考核方式的关系( 因此#基于师范专业认证

理念的教学大纲编写#对规范课程教学起着重

大作用( 本文以,高等数学-教学大纲编写为

例#探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教学大纲的编制

原则和方法#以期为师范专业课程的大纲编写

提供参考实例(

!4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大纲编

制原则

!)!4基于产出导向的可学'可评和可测量原则

,以产出为导向-是师范专业认证的三大理

念之一#主要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达成度)毕业要求

的达成度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师范专业认证理

念要求以学生发展成效为导向来设计课程教学目

标#聚焦学生,学到了什么-,能做什么-( 课程目

标的达成是学生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主要依据#

而课程目标的设定是通过教学大纲来呈现的( 课

程目标的达成是以教学内容为载体#通过教学单

元的教学目标的达成来实现的&2'

( 在制定教学

单元的教学目标的过程中#要将教学内容细化到

知识点#并阐明这些知识点的考核方式( 在考核

方案中#大纲明确指出通过知识点的考核性评价

来衡量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使教学目标是

可教和可学的( 课程教学大纲不仅要明确学生毕

业时所具备的能力#还要能测量学生对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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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成度#从而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因此#在教

学大纲的编制中要遵循可学)可评和可测量原则(

!)#4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可操作性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是师范专业认证的最核心

理念#强调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

变#以,学-定,教-( 新理念要求我们从关注,教

师教得好不好-向关注,学生学得好不好-转变#

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方式( 课程教学大纲作为规

范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指导性文件#需要阐明

课程目标实现的手段方法( 任课教师和学生在阅

读完教学大纲后#都应该清晰地知道课程的课程

目标以及所授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的支撑情况#

知道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目标达成

的评价方案( 例如#针对不同的课程目标#将其分

解成教学单元的教学目标#并选择合适的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课时分配以及课程目标达成

的评价方式#使之相互呼应#形成完整的闭环( 因

此#课程教学大纲的编订要遵循可操作性原则(

!)*4基于持续质量改进的可修正性原则

,持续质量改进-是师范专业认证的底线要

求#强调聚焦学生核心能力素质 "课程目标达

成%#对课程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跟踪与评

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教学改进#形成,评价.反

馈.改进-闭环#推动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任课教师以各自不同的

方式来理解和落实课程目标#导致课程教学大纲

数十年未改变( 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教学大

纲需要根据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和毕业要求的达成

度作相应的修改( 例如#某个课程目标的达成情

况不理想#可能是课程目标的设定太高#也可能是

针对该课程目标的细化教学设计不到位#没有通

过合适的教学实现该目标( 针对具体情况的分

析#课程目标在下一轮的教学大纲编订中做出相

应的修改( 因此#课程大纲编订要遵循可修正性

原则(

#4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大纲编

制步骤

#)!4基于毕业要求的达成设定课程目标

师范专业认证明确指出毕业要求要涵盖,践

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要求教

学大纲的课程目标区别于传统的教学目标( 传统

的教学目标是按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价值观三

个层面描述教学目标的#而课程目标是知识)能力

与态度情感的综合体#即每个课程目标都要涵盖

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价值观三个层面( 在师范

专业认证理念下#建议大纲直接按课程支撑的毕

业要求指标点"能力点%来描述课程目标( 课程

目标的个数可以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

设置#一般要求 * 个左右( 如果有多个课程目标

支撑相同的毕业要求#最好对这些课程目标进行

,合并-处理#使得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与课程目标形成,一对一-的支撑关系( *小学教

育"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了,素养综合-的

预期目标#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是,高等数学-课

程与,素养综合-有何关系( 通过调研和思考可

知#作为新时期的小学教师#其职业要求不仅局限

于学科素养#还要具备反思和沟通合作的能力(

因此#,高等数学-课程的主线就是基于学科素

养#指向小学教师学会反思和沟通合作能力( 从

而#*小学教育"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

置中就明确了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见表

!%#这也为,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的编订确定

了基本依据(

表 !4$高等数学%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支撑度 N N E

44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高等数学-课程教

学大纲编制围绕,学科素养-,学会反思-,沟通合

作-三个毕业要求制定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设

置#要关注课程的高阶性#也就是通过知识)能力)

素质"价值观塑造%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

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

类法将认知范畴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

价)创造六个层级#课程目标也可以从这六个层级

进行描述( 小学教育"理%专业,高等数学-的课

程目标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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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数学%课程目标列表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目标 !!通过熟练地运用基本公式和法则进行基本运算"如求极限)导

数)微分)积分等%#运用极限)连续和导数)积分的定义和性质进行论证

推理#形成和发展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计算和分析论证能

力#能灵活运用微分)积分思想方法解决一些综合性的实际问题

*)学科素养!扎实掌握数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了解数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空间想

象)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能够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了解数学和统计与小学生生活实践的联系

目标 #!通过极限的定义与计算)微分定义与中值定理)积分的定义与中

值定理等内容的深度学习#初步掌握反思的方法与技能$通过思辨培养

敢于质疑的批判性思维#发展高阶思维能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学会反思!初步掌握反思的方法和技能#能分析和解决

小学教育教学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能力#能写规范

的小学数学教研论文

目标 *!通过对微分中值问题的证明)圆周率的计算)复杂极限的计算等

问题的合作学习与探究#发展团队合作和交流沟通的能力#具备初步的

交流沟通技能

,)沟通合作!能积极参与合作学习#并准确把握个人在团

队合作中的角色定位#较好地完成团体合作任务

#)#4基于课程目标选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课程目标的实现是以课程教学内容为载体

的#新理念要求我们根据课程目标选择教学内容(

首先#在教学大纲编制中#详细列出课程的知识

点( 根据课程目标来选择所要讲授的知识点#并将

这些知识点根据内在逻辑排列成基本教学单元(

教学单元内容的创新性和挑战度#主要表现在课程

内容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

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其次#在教

学单元中#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教

学方法( 常见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练习法)小组

研讨)自主学习等#同一个课程内容可采用多种教

学方式系统完成( 最后#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内

容#确定教学单元的课时安排( 如果总学时与培养

方案中的学时不一致#则可以整合或者增减教学内

容#直到总学时与培养方案一致(

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高等数学-课程教

学大纲编制围绕表 # 中的三个课程目标#将,高

等数学-课程知识点分解为函数与极限)导数与

微分)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应用五个

基本教学单元( 因此#,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明确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教学知识点)教学方

法)教学课时的支撑关系如表 *所示(

表 *4课程目标与教学知识点'教学方法'教学课时的支撑关系

教学单元 教学知识点 教学方法 教学课时 支撑课程目标

函数与极限
函数)数列极限)函数极限)无穷大与无穷小)极限四则运

算)重要极限)函数连续性)间断点)闭区间连续函数性质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

法)自主学习法
!"课时

课程目标

!)#)*

导数与微分
导数定义)导数几何意义)函数求导法则)高阶导数)隐函数

导数)函数的微分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

法)自主学习法
!"课时

课程目标

!)#)*

导数的应用
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泰勒公式)函数单调性)函数凹

凸性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

法)自主学习法
!"课时

课程目标

!)#)*

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概念)基本积分表)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有理

函数积分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

法)自主学习法
!#课时

课程目标

!)#)*

定积分及应用
定积分的定义)定积分的性质)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定积分

的计算)反常积分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

法)自主学习法
!,课时

课程目标

!)#)*

#)*4基于课程目标制定考核方案

课程考核方案是课程目标达成评定的标准#是

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集中体现( 课程大纲编制要

求明确课程的考核方案#建议采用期末考核性评价

和过程性考核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即总成绩k期末

考核总成绩"百分制%

m权重d所有过程性考核总

成绩"百分制%

m权重( 过程性评价可以用作业成

绩)单元测验)学习笔记)合作作业)合作论文等不

同的方式来评价( 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要明确课

程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成绩评定以及课

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式(

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高等数学-课程教

学大纲规定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如表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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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环节 评定依据

课程目标 !

极限理论)一元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的

基本理论知识
期末考核性评价与过程性考核评价

平时作业

单元测验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 反思的方法与技能 )自主学习的能力 期末考核性评价与过程性考核评价
学习笔记

学习计划与总结

课程目标 * 合作学习与合作研究能力 过程性考核评价
合作作业

合作论文

44,高等数学-课程的成绩评定方式为总成绩k

期末考试成绩"+$h%

d过程性考核成绩"+$h%(

其中过程性考核成绩即平时成绩 k平时作业

"#$h%

d单元测验"#$h%

d学习笔记"!$h%

d学习

计划与总结"!$h%

d合作作业"#$h%

d合作研究

论文"#$h%( 期末考试要求考核内容覆盖课程

教学内容的 ,$h#试卷有合理的难易结构#基础

题)中难度题和高难度题的比例为 + n* n##考核

方式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长为 7$ 分钟( 在编制

,高等数学-教学大纲时#要求支撑每个课程目标

的各考核环节所占权重之和为 !#各考核环节支

撑所有课程目标的分值之和为 !$$ 分( ,高等数

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如表 +所示(

表 +4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期末考试

分数 权值

平时作业

分数 权值

单元测验

分数 权值

学习笔记

分数 权值

学习计划与总结

分数 权值

合作作业

分数 权值

合作研究论文

分数 权值

目标 ! ,$ $)2 !$$ $)# !$$ $)#

目标 # #$ $)" !$$ $)" !$$ $)#

目标 *

!$$ $)+ !$$ $)+

*4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大纲编

制讨论

*)!4课程目标达成的间接性评价

在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下#,高等数学-课程的

教学实施和持续改进都是围绕课程目标达成度来

开展的( 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是用一个数值来衡量

的#其科学性难以确定( 本文虽然提出了课程目

标达成的计算方式#有一定的操作性和科学性#但

没有考虑到评价人的亲身感受和主观体验( 因

此#课程目标达成的间接性评价还有待进一步

探究(

*)#4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成的有效性

根据师范专业认证的理念#课程目标的设置

是依赖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是判断毕

业要求达成度的重要依据( 本文根据小学教育

"理%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了,高等数学-课程对

毕业要求的支撑度#但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还有待

进一步探讨(

"4结语

依据以产出为导向的可学)可评和可测量原

则#以学生为中心的可操作原则和基于持续质量

改进的可修正性原则#深入领会小学教育"理%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本文构

建了,高等数学-的课程目标#并基于课程目标提

出了高等数学课程大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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