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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a curriculum with highly abstract and strict logic. Its classroom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lassroom teach-
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wo aspects of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se methods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learning ability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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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自身的高度抽象性、严密逻辑性使得其课堂教学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

针对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促进了其学习能力的培养。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608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6087
http://www.hanspub.org


刘孝艳 等 
 

 

DOI: 10.12677/ces.2018.66087 530 创新教育研究 
 

关键词 

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必修理论课，它以实函数的微积分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从

有限的，形象、具体的思维形式向无限的、抽象的思维形式过渡。实践表明该课程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

到理工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然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对该课

程的学习兴趣不高，难教、难学成了普遍现象。如何引导大一新生转变学习方式，有效利用课堂时间是

值得每位教师深思的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从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两

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结果表明这些措施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2. 高等数学教学现状分析 

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成功地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化教育。教育规

模的扩大，使得高校生源出现了多样化，而大部分高校面对不同数学基础的学生依然使用统一的教材和

大纲，教师也以同样的深度和进度授课[1]，限制了学生的个体发展。同时，受师资力量的限制，一般高

校都采用大班授课，听课的人数多、时间长，课堂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大量的抽象概念和理论推导让习

惯于中学课堂信息量少、边讲边练的大一新生无所适从[2]。 
不同于高中的紧压式学习氛围，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各种社团活动让学生没有更多的时间做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但在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对所学知识连惯性要求高，学生很容易掉队，从而失去学好高等

数学的自信。另外，中小学形成的被看管式的学习习惯在进入大学后无法迅速改变，一些自制力较差的

学生被网络、手机、游戏机等吸引，严重影响了的听课状态和效率。 
在现有师资条件下要解除这一困境，教师必须巧妙设计课程，引导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采用灵活

多变的授课方式吸引学生从外界的干扰、诱惑中回到课堂，提升课堂的效益产出。 

3. 高等数学有效性课堂教学探讨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它

要求教师有时间与效益的观念[3]。因此，教师必须以学生的发展需求和能力培养为目标，优化教学内容

和课程设计；以成果产出为导向，合理安排教学方式、方法，引导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获得最大的

收益。 

3.1. 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为目标，优化课程设计 

高等数学的课程设计从来都要求重点突出、难点讲解到位，但为了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教师

不能像过去精英教育一样一味地讲解，而应该引导学生自发地去探索、发现规律和规则。为此，我们在

课程设计时坚持“设问 + 引导”和与专业相结合的原则。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608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孝艳 等 
 

 

DOI: 10.12677/ces.2018.66087 531 创新教育研究 
 

3.1.1. “设问 + 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知欲望 
对于抽象的概念、定理，我们不再只是介绍、演绎，做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坚持“设问 + 引导”的

原则，做知识探索的合作者。所谓“设问 + 引导”，是指教师设置好问题，引导学生自行发现、创造解

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如讲解函数极限的定义时，先和学生一起回忆刚刚学习过的一些常见函数图形，

让学生观察图形的变化趋势，引导学生发现在某个变化过程中，有些函数会越来越接近一个常数，此时，

请学生用语言去描述“接近”、“越来越接近”，再请他们用数学语言去刻画 “要有多接近就有多接近”，

从而就可以建立函数有极限的概念。并且鼓励同学从正面刻画函数没有极限的概念，加深 ε δ− 定义的理

解。在这种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的过程中，学生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教师的合作者身份也更

有利于师生感情的培养。 

3.1.2. 展现专业特长，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习是件艰苦差事，纯粹的公式推导和演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更是枯燥乏味。为此，数学教师在课

程设计时，应尽量选择与专业相关的背景知识和例题，如机电类专业，应该多使用电磁学的实例作为背

景知识和例题：在导数概念之后建立电流强度的模型，作为导数的应用，计算最大输出功率；面对土木

工程专业的学生，应该多借用与力学相关的概念和模型：在微分概念之后适时地提及应力的概念，在定

积分概念之后，让学生讨论“工”形部件的设计问题。这些联合知识的应用能让学生了解高等数学与自

己专业知识的紧密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大学数学不仅是理论，更是解决专业问题的重要工具，增强数学

教学的实用性，从而将学习高等数学知识的活动变成学生的自身需求。 

3.2. 以提高课堂产出效益为目的，选择授课方式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情感交流的场所，教师选择什么样的授课方式才能使学生愿意，并主动和你交流

是教学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面对内容丰富，推导严谨的高等数学课堂，作为课堂主导的教师应该将多

种授课方式灵活应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3.2.1.多种教学手段相融合，增加知识的趣味性 
高等数学课程是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严谨的推导和演算使得学生不能快速接受、消化，

为了帮助同学能够跟上这些逻辑演绎，高等数学课堂长久以来习惯于“粉笔 + 黑板”的授课方式。而多

媒体教学灵活方便、信息量大，特别是在动态过程的演示和画图方面绝非一根粉笔所能代替的，所以只

有将“粉笔 + 黑板”的传统模式与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才能做到事半功倍。为此，我们将教学中的一些

动态变化过程和图形描绘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既能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又能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如在讲泰勒中值定理时，分析了用一次多项式近似函数之后，利用 Matlab 软件演示高次多项式对某

函数的逼近(多项式的次幂越高近似程度越好)，让同学们直观地了解结论的可操作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探

知欲望——函数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用多项式近似，以及怎样的多项式可以作为函数的一个近似。这

样不仅让学生体验了如何去发现、总结和应用数学规律，而且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为解决实际问题打

下基础。 

3.2.2. 授课形式灵活多变，提高课堂产出效益 
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根据知识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激发，更体现在根据学生的状况对

所讲内容和讲授方式随时做出调整，如讲授映射与函数这一节时，可以让学生自学函数的特性，根据函

数的特性对五类基本初等函数进行画图，加深印象和理解；讲授函数的求导法则这一节时，则可采用“对

分课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按自己的节奏练习、熟悉求导公式和法则，然后教师再引导提升；讲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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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的几何应用时，可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充分地内化吸收微元法的思想，学会应

用。并且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和习题，可以拍摄成微课以供学生反复观看，慢慢消化。 
多种授课方式的灵活应用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而且能让学生保持新鲜感，从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4. 结论 

根据多年的高等数学教学实践经验，笔者就目前教学中的某些问题，给出了提高高等数学课堂教学

效果的一些方法，希望对改善高等数学“难教、难学”的现状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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