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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数学通识课是理工科学生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基础。在大学数学通识课教学过程中引入数学实验，

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使得学生不但会学数学、而且会用数学。

本文分析了学习大学数学通识课的目的和意义，并结合大学数学内容，提出了将大学数学实验融入大学

数学教学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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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mathematics is the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gration of experi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
est in learning, make them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finally enable them to 
pu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to u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l-
lege mathematic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measures to integrate the experi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mathematic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6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61
http://www.hanspub.org


陶莉 
 

 

DOI: 10.12677/ae.2020.106161 973 教育进展 
 

Keywords 
College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Matlab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大学数学通识课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以及复变函数等一些基本课程，大学数学通识

课是理工科学生必备的知识基础[1] [2]。通过大学数学通识课的学习，学生不但可以掌握基础知识，为以

后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同时，通过数学通识课的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以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是信息量大，系统性强，便于完

成教学任务。课堂教学一般分三步走：概念、定理、例题与练习。这种方式便于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但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学习，无法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严重影响创造力的发挥，教学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数学以理论为基础，但最终为实践服务。将理论应用于实际，这是学习的目的，也应该是我们教学

的着眼点[3] [4]。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利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大学数学的教

学过程中引入数学实验已成为现代教学的发展趋势[5] [6] [7] [8]。在课堂上融入数学实验，可以提高学生

的主体意识，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趣味性，让学生不但会学、而且会用数学。在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开

展实验教学的研究，适应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的培养要求，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在高校数学教学中重要体现。如何结合高校数学通识课的特点，将数学实验循序渐进、高效地引入到高

等数学教学中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结合大学数学教学实践，提出对如何更好将数学实验

融入到大学数学教学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2. 数学实验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具体举措 

2.1. 教材撰写时每章节增加数学实验内容 

Matlab 是一款应用广泛、功能强大的数学软件。利用 Matlab 可以求微分方程、线性方程组的解，

进行随机模拟，画图，另外 Matlab 中还有许多可以直接调用的函数和解决比较复杂问题的功能模块，

例如优化模块、时间序列模块等等。在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适当的添加相应的数学实验内容，便于学

生借助数学软件探究本章知识内容、深化对所学知识的认识，也有利于学生利用所学数学知识去解决

实际问题。现在有越多越多的教材都非常重视增加数学实验的内容。例如在 2011 年 1 月郭跃华、朱月

萍主编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每一章节中，都增加了数学实验内容[9]。再如 2006 年蔡瑞胸编著

的《金融时间序列分析》教材不但介绍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另外还大量介绍了金

融时间序列分析的最新进展，强调实例和数据分析[10]。在大学数学课程中融入数学实验内容是现代教

学的发展趋势。 

2.2. 借助数学实验推进过程教学 

1) 借助 Matlab 介绍抽象概念，加深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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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里有许多抽象的知识，直接介绍，学生接受比较困难，不利于学习的进一步深入[11]。借助

于 Matlab 的绘图功能，便于展示抽象概念的本质特征，使学生对概念有比较直观的认识，既能提高学生

学习的兴趣，又可以增加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记忆，降低学习的难度。 
案例 1 《高等数学》上册空间解析几何一章介绍了空间点坐标与卦限关系。如果死记非常困难，用

Matlab 将空间直角坐标系画出来，对照图形，先分析每个卦限中点的坐标特征，然后再加以记忆，就很

容易把握这部分内容。绘制空间直角坐标系命令如下： 

 
运行该程序，可以得出空间直角坐标系(图 1)。结合图 1 对每个卦限的点坐标进行分析，就很容易掌

握点坐标和卦限的对应关系。 
案例 2 空间曲面及其方程。 
空间曲面可以用方程来刻画，常见空间曲面包括旋转曲面、柱面等。大部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还是

缺乏的，难以由一个方程联想到相应的空间图形，因而很难进一步把握空间图形的性质。借助 Matlab，
画出相关图形，结合图形对照讲解，可以创造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学生学习难度。运行

如下 Matlab 命令，可得图 2 和图 3。 

 
从图 2 和图 3 中，不难看出曲线在旋转过程中到旋转轴的距离是不变的，而动直线沿着准线移动形

成柱面，柱面的母线是一组平行直线等等。用 Matlab 绘图，可以教会学生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抽象的概念，

化难为易。此外，定积分的概念、《概率理与数理统计》中许多重要的概念借助于 Matlab 中绘图功能既

可以深化学生对概念的认识，也有助于学生在后续处理实际问题时，能够通过图形迅速判断出数据的统

计特征：如在概率统计分布函数教学过程中利用 Matlab 展示常见分布函数的图像，学生在后续数据处理

时，可以反过来根据分布曲线的特征，选用合适的拟合曲线。 
2) 借助数学实验，揭示重要数学规律 
数学中有许多定理非常抽象，借助数学实验，容易揭示数学规律，有助于对定理形成深刻的认识。 
案例 3 函数单调性、凹凸性以及极值和拐点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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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right angle of the space 
图 1. 空间直角坐标系 

 

 
Figure 2. Rotational surfaces 
图 2. 旋转曲面 

 

 
Figure 3. Cylinder 
图 3. 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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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curves with properties of monotonicity and convexity 
图 4. 曲线单调性凹凸性图 

 

这一部分判别方法基本都以定理形式呈现，定理中，一阶导数、二阶导数被用来判别函数单调性、

凹凸性以及求极值点和拐点。书上归纳了好几个定理，不容易记忆[12]。事实上，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

我们可借助于 Matlab 绘制函数图像进行观察。例如输入一下命令可得图 4。 

 
图 4 中的几条曲线，尽管凸凹性不同，但都是单调增的，此时一阶导数都大于 0，因此单调增（减）

跟一阶导数有关：一阶导数大于等于 0，单调增，一阶导数小于等于 0，单调减。凹凸性则跟二阶导数值

有关，二阶导数小于等于 0，曲线凸，反之，曲线凹。再如在高等数学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第一型曲

面积分、第二型曲面积分教学中利用数学实验展现微元法思想，既可以降低学生学习难度，还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同样，概率统计中的许多抽象的性质定理例如频率和概率的关系，大数定律等，借助 
Matlab 设计实验进行教学，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其对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 

3. 结语 

在大学数学教学中，我们要注意不但让学生会学，还要让学生会用。数学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可以使学生在探讨的过程中对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思维品质，为以后学

习或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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