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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课程是一门高等学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公共基础课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校各专业对学生的教学要求，这样就促使高

等数学课程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要进行改革创新。本文将以“导数概念”这一节为案例，对高等数学课

程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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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required by students of variou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urri-
culum can not meet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in various majors, which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urricu-
lum. Taking the section of “derivative concep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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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校是一所以航空宇航为特色，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想信念坚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一定创新意识的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其中“基础扎实”体现了高等数学课程的重要性[1]。高等数学课程是全校各专业学生

必修的一门重要公共基础课。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及教

学方法，即直接利用板书只讲解知识内容的方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校各专业对学生的教学要求。为

了全面落实高等数学课程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与时俱进的改革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

法，我们在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将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相结合，将知识

内容讲解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立体化的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2]。下面

将以“导数概念”这一节为案例，来具体说明如何开展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活动。 

2. 教学背景及案例简介 

导数的概念和其它的数学概念一样是源于人类的实践。导数的思想最初是由法国数学家费马为研究

极值问题而引入的，但导数作为微积分的最主要的概念，却是英国数学家牛顿和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在

研究力学与几何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导数概念是高等数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导数也是高等数学

中最重要的计算工具之一，贯穿于高等数学课程的始终。本节课授课对象为大一年级理工科类学生，他

们已经学习了函数和极限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学生们的抽象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还存在

着的不足，并对纯数学概念的讲解缺乏兴趣[3]。 

3. 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 

3.1. 线下课堂教学 

1) 知识目标说明：叙述本节课的学习知识目标，即切线斜率，瞬时速度，导数概念，导数与单侧导

数的关系，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让学生明确本节课自己要学习的内容。 
2) 问题引入：利用多媒体 PPT，通过实际的几何背景和物理背景，形象直观的引入切线斜率、瞬时

速度的数学模型案例，让学生观察分析，然后通过对比总结，得到结论：第一个案例是几何学的问题，

第二个案例是物理学问题，分属不同的学科，但问题的解决都归结到相同结构的极限问题。事实上，在

很多背景不同的实际问题中，诸如电流强度、线密度等最终都化归为此类的极限问题，也正是这类实际

问题的研究，促使“导数”的概念的诞生。在总结实际案例的同时，我们可以融入函数的极限思想，以

及瞬时速度与平均速度的辩证思维关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所学的知识内容。 
3) 讲授新课：通过问题引入，启发引导学生抽象出任意函数在一点的导数概念，从而进行自主类比

推广，得到导函数的概念，单侧导数的概念，以及导数与单侧导数的关系。然后我们再通过典型例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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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使学生掌握导数的计算，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物理意义，以及函数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这部分

教学过程中，我们将采取启发式和交流式教学方法，使学生可以主动加入到整个课堂教学活动中，从而

体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 
4) 归纳总结：通过一节课的讲解，归纳总结出本节课的重点为导数的概念和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物理

意义，难点为导数与单侧导数的关系和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使学生能更好的理解本次课所学的知识

点，并能够体会到只有用极限思想和辩证思维才能真正解决微积分的根本问题。 
5) 布置作业：按照本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日历的要求，布置本节课的书上作业。 

3.2. 线上辅助教学 

1) 本节课前：我们利用学习通网络资源共享课，在线上公告区布置本节课的预习内容，让学生在本

次课前，明确本节课所要讲解的知识内容：导数概念，并且让学生提前把本节课所需要的前面章节的知

识内容进行复习总结，比如：函数极限的概念与运算、单侧极限与双侧极限的关系及曲线切线的定义等

本节相关内容。 
2) 本节课后：我们利用学习通网络资源共享课，在线上讨论区布置本节内容的相关思考题，比如：

如何利用导数定义和实际物理背景，通过数学建模的思想，来求解电流强度、线密度等实际问题，并让

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然后通过线上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的反馈情况，针对学生掌握不好的知识点，在线

上进行答疑解惑，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交流协

作的能力。 
3) 章节视频，习题课与测验：我们利用学习通网络资源共享课的覆盖高等数学所有章节的共享视频，

可以让学生在业余时间，随时随地的进行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与复习。而在每一章的最后，我们还加入

了习题课视频和章节测验环节，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后进行本章知识内容的练习与检验，从而了解自身

对本章内容的理解程度，并可以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学习，这样可以大大提高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

效率和教学效果。 

4. 教学反思 

高等数学课程从课程建设初期开始，一直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课程内涵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

在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模式上做了大量改革，现有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我们与时俱进，不仅可以灵活的应用多媒体与板

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具体的实际案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课堂教学。我们还可以利用线

上网络资源共享课，及雨课堂、学习通、QQ、微信等网络工具，进行线上讨论、答疑、作业、测试等辅

助教学。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大大提高学生运用高等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2) 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我们还要自然的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这样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a) 从高

等数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背景进行思政教育，深入挖掘内容背后的本质和哲理，弘扬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

精神；b) 从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思政教育，借助数学思想、解题思维和证明中的逻辑，帮助学

生形成数学文化意识，并建立数学文化观；c) 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进行思政教育，培养学生主动探

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及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4]。 
3) 由于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都进行了改革，自然也要有相应的考核方式的改革。所

以我们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即学生的最终成绩包括三部分：期末成绩 + 期中成绩 + 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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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又包括线下与线上的视频、签到、讨论、作业、测验等多方面。这样的考核方式可以从多个方

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仅提高了学生全面参与线下线上各个教学环节的积极性，还可以让学生养成

自主学习的良好风气，培养他们的探索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反映出学生的综合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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