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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①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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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数学课程是一门难度大、课时多的公共基础课，学好高等数学是理工类学生大学生活良好开端，其地位

非常重要。基于现在高等数学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导致的学生兴趣低，学习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了课堂教学法改

革、分层教学和开设数学实验课等改革措施，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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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恭庆教授在《数学的意义》一文中提到，“数学是科技创

新的一种资源，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并赋予人以能力的技术。”在１９８８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
上，美国数学教育家在“面向新世纪的数学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学后的数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

使数学成为一门对于怀着各种各样不同兴趣的学生都有吸引力的学科，要使大学数学对于众多不同的

前程都是一种必要的不可少的预备。”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改革“高等数学”课，使得它对于非数学专

业的学生都有吸引力，而且所学到的内容能在今后工作中发挥作用。高等数学是高校中所有理工类专

业学生接触最早、课时最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改革高等数学教学方法，提高大学生的数学水平，定将促

进科技的创新与技术的进步。

１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等数学课程在大一开设，具有难度较大、内容相对枯燥、理论过于抽象等特点，这对刚进校的许多

新生而言很难适应，让他们感觉高等数学很难学，学习热情大大减退。除此之外，大一学生普遍都有对

所学课程与自己专业联系不明确的疑问，对高等数学也不例外，不知道学了这门课程有什么用，为什么

上了大学且不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还要继续学数学，这些困惑也将导致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

高等数学课程课时多，在授课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教师仅遵循教材和课件，按章节

顺序填鸭式地讲授，而对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培养方面关注较少，这使得课堂教学成了老师的“一厢

情愿”，学生积极性很低。在讲课的艺术方面，多数教师按部就班，更有甚者对着ＰＰＴ念，课堂气氛不活
跃，这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结果老师一味地讲，学生要么不听要么边学边忘。

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数学知识面的扩大，要求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从而

为进一步获得数学知识、学好以后的各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虽然在传统的教学

体系下也进行了很多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１－２］，但很多改革措施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以教

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教学和学生的评价也主要体现在考试分数的高低，教师

和课本也仍然是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这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自然收效甚微。

２　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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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总结了以下几点方法，用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与效果以及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的大

学生活有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课堂教学法改革。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里，学习数学不仅是为了科普，更重要的是为了应用。

历史上，数学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线索：一个是纯理性的形式化的线索，另一个是与物理等实体科学和工

程问题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线索。对于刚进校的大学生，应该让他们按照后者所指的路线学习高等数学，

因为这种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容易对高等数学产生学习兴趣，这主要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其一，

采取启发、提问等方式引出教材中出现的概念、定理和方法，并引导学生猜测问题可能的结论和分析可

以采用的方法，鼓励学生发言和相互讨论，探究式地解决问题。这种活生生的课堂能吸引学生的参与，

而只有真正参与了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二，能否让学生喜欢上一门课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是

否喜欢上这门课的老师，这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引入体现数学美的经典应

用，或从通俗的角度把数学知识同生活实际中学生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让教学变成一门艺术，如生

活中的投资收益问题、房贷问题、疾病传播、爱情观、交通优化、选课策略、热传导、图像信号处理等案例，

配以图片、动画演示让学生接触到的是逼真的数学应用背景，而不是冰冷的数学符号和枯燥的理论，学

生自然会兴趣很大。其三，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专业需要同专业课老师切磋，交流教学中的重点，从专

业课中筛选出能运用高等数学理论的案例并将其引入教学，平时注意收集案例，逐步建立按不同专业分

类的案例库。其四，科研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学，教师自身应不断提高学识，了解数学发展前沿；可给学

生讲些数学人物的励志故事，让学生以人物为榜样激发斗志，产生学习动力。

第二，分层教学，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大一第一学期的成绩和自身的意愿，在第二学期的时候分Ａ、
Ｂ两种层次的班授课。事实上，大一第二学期高等数学的内容比第一学期的内容难得多，这个时候同学
们的差距就拉开了。在文献［３］中胡嘉卉、孙彩贤通过教学实践得出，分Ａ，Ｂ两种层次进行授课效果比
不分层和分三层都要好。Ａ层次的成员由数学基础较好、第一学期考试成绩靠前或对自身数学水平要
求较高的学生组成，教师授课时除了讲授大纲要求的基本内容外，还可适当讲授一些考研的知识点和例

题，也就是讲得比较“深”，以考研为目标来授课。而对Ｂ层学生则按照大纲要求主要学习基本知识，以
期末考试达到基本要求为目标。这样分层的做法可兼顾不同程度和要求的学生，可避免“想学的学生

吃不饱，不想学的学生吃不了”的问题，是可行的。如我校现行的卓越班制，班上的成员由原自然班里

学习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组成，从上课的认真程度和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来看，卓越班的学生班风好、

学习刻苦、相互竞争，期末考试成绩平均分相比同时上课的普通班里最好的一个班高了十多分，相比最

差的班则高了３０多分。如若能分层教育，相信取得的成效会更大。
第三，开设数学建模课，让学生参与到应用中来。传统的高等数学教材过于强调理论化，滞后于社

会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应用性不强，在课堂中加入数学建模的实例能极大地提升学生对数学应用的兴

趣。数学建模课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提高学生计算、推理与编程相结合的能力。如

给学生介绍Ｍａｔｌａｂ、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几何画板等数学软件，在课堂上应用软件给出案例，解决习题中的问题，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用几何画板绘制二次曲面，比死记硬背它们的曲面方程要有趣得

多；傅里叶级数是高等数学内容里一个难度大但又应用很广泛的内容，用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信号放

大器给学生模拟并布置学生课后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实现几个作业题，这种让学生直观地看到各种波的形成
比单纯讲授知识点和课后计算几个习题要收获大得多。

尽管高等数学教学改革难度很大，但只要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学生积极配合，同时鼓励小班教

学，实施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真正将改革落到实处，就一定能让每一个想学数学的学生学好数

学，让高等数学教学改革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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