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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分析课程是大学数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数学各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在物理学、经济

学和工程学等许多科学和工程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通过学习数学分析，可以培养严密的逻辑思维和

推理能力，提高数学素养和思维能力。但数学分析课程也存在考核方式简单、教学模式单一以及内容较

为抽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将OBE理念引入到数学分析课程中，从教学内容方面、考核手段方

面和教学模式方面等进行改革，通过以上改革措施，数学分析课程将优化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还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更为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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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urse is considered fundamental for university mathematics majors 
and is highly important for various mathematics-related fields such as physics, economics, and 
engineering. Studying mathematical analysis helps develop rigorous logical thinking, reasoning 
skills, and mathematical literacy.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is course, including simplistic 
assessment methods, limited teaching models, and abstract cont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is introduced to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urse,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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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o reforms in teaching conten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eaching models. These reforms aim 
to optimize the course’s content and teaching approach,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and prioritiz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and ski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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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分析课程是数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许多理工科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之一。它涉及到实数、

函数、极限、连续性、可微性和积分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性质。通过学习数学分析，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数理论、级数理论和测度理论等数学知识点。通过学习数学分析，学生可以

培养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该课程强调逻辑推理和证明，要求学生具备严密的思维能力和扎实的数

学基础，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和综合素质。通过深入学习数学分析，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数学思维能力

和对数学的鉴赏力。这将有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好地运用数学知识。通过学习数学分析课程，

学生可以掌握数学分析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培养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为后续的数学学习

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数学分析课程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通过学习数学分析，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学的内在规律和思想方法，为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数学分析也存在核方式简单，教学模式单一以及内容较为抽象考等问题。 
为了改善数学分析课程这一现状，将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教育理念引入到数

学分析课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在本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了解学生的兴趣、需求和目标，制定个性化

的教学计划和目标，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2]。同时，要求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和学习成果，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和内容。再次，OBE 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3]。
在数学分析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组织小组讨论、团队项目等活动，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这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需求，提高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4]。最后，引入 OBE 教育理念到数学分析课程中，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教师

需要制定具体、可衡量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成果。同时，教师需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资源、创新教学方

法和手段等[5]。 
本文致力于将 OBE 理念融入数学分析课程建设中，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并促进教师

的专业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因此，将 OBE 教育理念引入数学分析课程将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的机

会和挑战，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2.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现状 

传统数学分析课程教学具有以下 4 个特点：首先，传统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通常按照系统性强

的方式组织，从基本概念、定理到复杂的应用，层次分明，逻辑严谨。这种系统性强的教学方式有助于

学生建立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为后续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传统数学分析课程注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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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的传授和掌握，强调学生对数学基本概念、定理和方法的扎实掌握。这种注重基础的教学方式能

够帮助学生培养数学的严谨性，强调证明和推理，这种严谨性强调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最后，

传统数学分析课程采用面对面的教学方式，教师能够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和解决学生的学习

问题。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调整，使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但也存

在以下不足： 

2.1. 课堂教学方式单一 

在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

证明过程的讲解，而忽略了数学分析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这导致学生虽然能够理解证明过程，但却难

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无法真正掌握数学分析的实用价值。其次，数学分析课程涉及大量的

计算和证明，尤其是复杂的积分计算和极限证明等。学生需要掌握各种计算公式和技巧，这对于初学者

来说难度较大。单一的教学模式往往缺乏有效的计算方法和技巧的指导，导致学生计算能力不足，影响

学习效果。再次，数学分析课程中，灵活多变的题目往往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然而，在

单一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只注重标准答案的讲解，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限制了学生

的发展潜力，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热情不高，教师也无法及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反馈，影响教学效果的提升。 

2.2. 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化 

数学分析抽象度高主要表现在对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抽象。这些特点使得数学分析成为一门高度

理论性和严谨性的学科，同时也对学习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如下：首先，数学分析对空间形式

和数量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如对函数的极限、连续性、可微性等特性的定义和描述。这些抽象的概

念使得学生需要从具体的实例中抽离出来，去理解更为一般的数学结构和性质。其次，数学分析在描述

和证明中广泛使用了抽象符号和定义。这些符号和定义往往需要学生通过不断练习和实践才能熟练掌握。

同时，这些抽象符号的使用也使得数学分析的表达更为简洁和准确。再次，数学分析的抽象并不是一步

到位的，而是逐步进行的。在分析过程中，往往需要先对一些具体的实例进行抽象，然后再对抽象出来

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抽象。这种逐级抽象的方式使得学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抽象层次。此外，数学分析的抽象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具体实例的抽象，更是对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共

同特征和规律的抽象。这种高度的概括性使得数学分析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最后，数学分

析的抽象往往是与具体内容相分离的。在分析过程中，学生不需要了解某个函数或表达式的具体意义，

而只需要关注其数学特性和性质。这种与具体内容的分离使得数学分析更为纯粹和精确。 

2.3.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数学分析课程评价模式简单的表现主要集中在期末考试这一评价方式上，这种评价方式存在一些问

题，具体如下：首先，期末考试通常只涉及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无法反映学习情况和综合素质，

也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次，期末考试往往注重对数学基础知识的考查，而忽略了与实际应用相关

的题目，这种评价方式限制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再次，期末考试是一种终结性评价方式，主要

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然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考深度、问题解决能力、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无

法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反馈。此外，期末考试的评分标准往往不够明确，导致学生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得

分点和失分点。同时，由于标准不清晰，也容易引发争议和不满，影响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最后，

期末考试往往只关注知识掌握情况，而忽略了学习态度的评价。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6


王华军 
 

 

DOI: 10.12677/ae.2024.143376 332 教育进展 
 

3. 基于 OBE 理念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 

3.1.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为了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单一的现状，将 OBE 理念引入到数学分析中，将数学分析课堂教学课前、课

中和课后的模式进行改革，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下是对这三个阶段改革的具体描述： 
在课前阶段，首先，教师提前发布预习材料，包括课程 PPT、重要概念和定理的介绍等，引导学生

进行预习。预习材料应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启发性，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究欲望。同时，教师可

以在预习材料中设置一些问题或任务，让学生自主思考和完成。其次，鼓励学生利用教材、网络资源等

进行自主学习，形成对新知识的初步理解。同时，教师应提供一些在线学习资源，如教学视频、在线课

程等，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最后，学生可以在课前进行小组讨论，交流预习心得和疑问，共同解决

一些基础问题。小组讨论可以提高学生的交流和合作能力，促进知识的分享和学习效果的共同提升。教

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进行分组，并鼓励学生在小组内积极发言和分享。 
在课中阶段，首先，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加深学生对概念、定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应关

注学生的反馈和表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确保教学效果。其次，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培养学生

的应用意识。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教师也可以引

导学生自行寻找和提出案例，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后，利用课堂小测验、即时问答等方式，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指导和帮助。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学节奏和策略，确保教学

效果。 
在课后阶段，首先，提供一些拓展性的学习资源和问题供有兴趣的学生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资源可以

是数学史数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是数学竞赛研究项目等高阶学习资源通过拓展延伸学习可以培养

学生探究精神。其次，计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如计算题证明题应用题等全面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业设计

应注重实际应用和创新性鼓励学生发挥个人创造力同时设立线上或线下答疑时间专区解答学生在作业和

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疑问答疑环节。最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评价等评价方式

可以采用线上评价系统或纸质评价表格等工具进行记录统计方便快捷地进行评价操作并及时反馈应以鼓

励和引导为主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并激发其学习动力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3.2. 课堂教学内容改革 

为了改善数学分析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化的现状，将 Matlab 软件和 OBE 理念引入到数学分析，它们

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数学概念。具体如下： 
函数图形的可视化：在数学分析中，函数图形的绘制是一个基本但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绘制函数

图形，学生可以直观地了解函数的性质和变化规律，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Matlab 提供了丰富的绘图

功能，可以方便地绘制各种类型的函数图形。例如，使用 plot 函数可以绘制二维平面上的函数图像，使

用 meshgrid 和 surf 函数可以绘制三维空间中的曲面和立体图形。这些功能使得学生可以通过图形直观地

理解数学函数的性质和变化规律。 
极限和连续性的可视化：通过 Matlab 的可视化功能，学生可以直观地理解这些概念。例如，使用

Matlab 绘制函数在极限点的取值情况，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极限的概念；通过绘制函数在不同区间的图像，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连续性的概念。这些可视化演示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的本质。 
积分和微分的可视化：积分和微分是数学分析中的基础运算。通过 Matlab 的可视化功能，学生可以

直观地理解这些运算的意义和作用。例如，使用 Matlab 绘制积分区域的面积和函数的积分曲线，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定积分的概念；通过绘制函数的梯度向量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微分概念。这些可视化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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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学生有效的理解运算方法。 
复杂函数的可视化：在数学分析中，有些函数可能非常复杂，难以通过手工计算或直观想象来理解

其性质。在这种情况下，Matlab 的可视化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使用 Matlab 绘制周期函数的波形

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傅里叶变换的概念；通过绘制非线性函数的等高线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多元函

数的极值问题。这些可视化演示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函数的性质和变化规律。 

3.3. 考核评价方式改革 

改善数学分析教学评价方式单一的措施应强调课前预习、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的重要性。这些措施

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需求，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指导，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和学生

全面发展。具体措施如下： 
在课前预习的评价：首先，教师提前发布预习任务，包括需要阅读的教材内容、需要完成的练习题

等。预习任务要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够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发现问题。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课程要求，制定具体的预习计划和目标，并分阶段进行预习指导和检查。其次，制定预习评价标准，

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评分。评价标准要详细列出学生在预习中需要达到的要求，如对概念的理解、

对例题的掌握等。同时，教师还可以设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或探究性的任务，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

创新。最后，在课堂上进行检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对于预习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和补充，以提高教学效果。 
在课堂表现的评价：首先，在课堂上注意观察学生的参与情况，包括回答问题、讨论交流等。对于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的学生给予肯定和鼓励，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对于学生在解题思路、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表现给予及时的反

馈和指导，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表达能力。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等方式来考察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最后，在教学过程中实施课堂小测验和小组讨论，以检查学生对所学内容

的掌握情况。通过小组讨论可以促进学生的交流和合作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表达能力。同时，教

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即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和理解不透彻的知识点。 
在课后作业的评价：首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要求布置适量且具有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作

业内容要涵盖不同难度的题目，对于困难问题，教师要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要注意发现学生

在解题思路、方法技巧等方面的创新点和亮点，给予肯定和鼓励。最后，将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和质量

纳入对学生的总体评价范围。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制定相应的评分标准，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数学分析课程作为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和数学素养。然而，

传统的数学分析教学评价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如评价方式单一、过于注重终结性评价等，导致评价结果

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潜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将 OBE 理念引入到本课程中，改善了数

学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和评价的准确性。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实践

应用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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