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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为目标，将“学员为主体、教员为主导，师

生互动式”教学法和“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创造性理念”等现代化教学思想相结合，对高等

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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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for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for war”, the teaching method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teach-
ers as the guid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teaching ideas of “all- 
round development”, “quality education” and “creative idea”, we explore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
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of higher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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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

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这一军事教育方

针，着眼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长远大计，赋予军事教育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强军指向，是做好军事教育

工作的基本遵循，标志着我党我军对军事教育规律和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境界。军事院

校是培养军事家的摇篮，对于未来指挥官的培养，军事院校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 [2]。课程的设置，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教学计划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都关乎着学员未来是否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军官。 
高等数学课程是军事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课，主干课，是通识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数学作为一

门基础学科，其掌握的程度决定了后续专业课程是否顺利的进行，也就是说，高等数学课程为各科学领

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正因为数学在各学科中强大的地位和作用，军事院校更应关注高等数学的

教学工作，应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探讨以适应新时代教育方针的要

求。 

2. 教学内容的改革 

按照军事院校各个专业的不同，我们适当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整合，以适应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要求，且为学员后继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3] [4]。比如，在测量专业的教学中，加强坐标系转

换、矩阵论与向量分析等空间解析几何相关内容的教学，使学员在后续测量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中能充

分利用数学知识进行作图分析并解决问题；自动控制专业的教学，加强傅里叶级数、正弦级数、余弦级

数以及周期函数的傅里叶展式等函数项级数的教学内容，同时将教学的难度适当增加，扩大信息量，对

学员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夯实数学基础；高等数学有些内容在后续课中，学员并

未用到，我们降低对于这些内容的教学要求，比如一致连续、一致收敛、二重积分的换元法等概念，这

样既教学重点突出，又减轻了学员的学习负担。 
按照 2019 年军事院校教学新大纲要求，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要掌握“三基”，即基本概念，基

本定理和基本方法。据此，将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分为概念课，定理课、方法课。对于高等数学中的许

多重要概念，它们都是从具体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某种共性的数学描述，都有着广泛的几何、物

理或工程背景。在讲解基本概念、定义时，我们引入数学文化[5]、数学史[6]，以知识点发展的背景引入，

详细讲解、剖析概念的实质，并将知识点的应用作为重点，使学员通过网络动画、图片等先从感性认识

再到理性认识，这个思维发展过程加强了学员对知识的理解；对于高等数学定理的教学内容，可以让学

员从整体上先看定理的条件和结论，并讲清楚它的作用。极限的思想贯穿着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的始终，

这种思想相关的一些定理的证明多数采用化整为零，化繁为简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整体化成

部分，再各个击破的方法完成证明过程。对于一些大定理，比如思维跳跃比较大的，我们一般采用分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美丽 等 
 

 

DOI: 10.12677/ces.2021.94127 779 创新教育研究 
 

几个小定理去做。比如，微分中值定理的四个定理的教学内容，我们就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对于高等

数学中数学方法和思想的渗透教学，我们在讲解教学内容的同时，以典型例题的方式呈现给学员，每一

种方法要进行概括和总结。数学方法有反证法、递推法、类比法等，这些数学方法对于后续课的学习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课堂教学的改革 

3.1. 教学模式——“问题驱动”式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要求：军校教学要体现“素质教育”、“创造性理念”，实现学员“全面发展”。

然而，当前高等数学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很多教学模式仍保持着以教员为中心，学员习惯于被动接受的状

态，学员没有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更没有利用所学知识自我发现、探索和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基于这种现象，需要改革当前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员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式是高等数学教学的能力目标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这些能力具体

表现在学员能不能提出问题、提出好问题、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能够推动数学发展的问题，而这些

都应在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引导学员去体验、感受提出问题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提出“问题

驱动”的教学模式[7]。 
问题驱动的学习方法是由 Barrows 和 Tamblyn 于 1960 年针对刚毕业的医科学员提出的教学法。这种

方法强调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而不像传统教学那样先学习理论知识再尝试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它是

指以“问题”为载体，通过一系列的“问题链”引导学员自主学习、合作研究，使学员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进步，实现师生互动，达到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目的。这种模式是基于已有的问题，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不断提炼、升华，从而得到更广泛、更深入更高层次的问题。问题是数学发展的原始驱动力，由于

数学研究是由问题驱动的，数学学习要模拟数学研究的过程，因此数学教学也应该以问题为驱动。在课

堂教学中，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构建知识框架，以问题为导向[8]。教员设计真实性任务和问题，且问题情景必须在现实世界

中有一定价值和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挑战性，以此为问题，将高等数学中的相关知识梳理出来，融入案

例中，通过解决案例达到学习数学知识的目的。 
其次，在理论讲授时，教员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员解决相关的问题，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将教

学的重点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形成波浪式、递进式的课堂教学结构。在这个环节，教员围

绕问题布阵设疑、搭桥铺路，不要急于将答案给学员，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点播诱导，使学员恍然大悟，

逐步引导学员。比如，讲解数列的极限[9]，可以提出下面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哪些现象蕴含极限的思想，

激发学员关于极限的直觉思维；极限的描述性定义优点是什么，缺陷是什么，让学员对旧知识进行梳理；

克服其缺陷的关键是什么，为更新知识做好铺垫，通过上面的一系列问题，抽象出来总结一下，就得到

极限的概念。 
最后，学习完新的教学内容后，设置由易到难的阶梯式问题，检验学员的学习效果。教员根据教学

目标和学员能力，设计由浅入深的各类问题[10]，可以是填空、判断、计算等，尽量细化，查缺补漏，对

于回答正确的学员给以加分与表扬，充分让学员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当然，由于军事院校的特殊性，必

然要设置军事问题及专业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题目，对于这类问题，需要学员分组合作。这个过程中，以

学员自主探索为主，教员基于自己掌握的经验、知识以及对学员的了解，给学员进行合理分工，对学员

的探索活动进行有效的指导，通过学员和学员之间、小组和小组之间的交流探讨，既可以增强学员的实

践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又可以培养学员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促进学员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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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方法灵活性、综合性 

改变教员教、学员学的“填鸭式”被动教学，不以教会一个定义、证明一个定理或解一道数学习题

为目的。在课堂教学中，为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运用案例教学法、

类比教学法、问题驱动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等等[11]。 
然而，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其特定的教学效果，教员必须清楚各种教学方法的结

构特征、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等，应根据数学知识的特点、具体的教学目的以及学员发展的整体要求，

设身处地地站在学员的位置上，充分考虑学员现有的知识水平、学员的潜在水平，考虑到学员的认知基

础和认知特点，严格按照学员的认知规律组织和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深度，科学地选择和使用“教”的

方法。我们以案例教学法和类比教学法为例，阐述高等数学课程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的运用合适的教

学方法[12]。 
案例教学法是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根据军事院校人才培养的方案要求，即“为

战教战”的核心思想，在教学中要结合各个专业特点，采用实战化案例教学，引入军事元素，军事素材，

从军事实例出发，在数学建模的基础上讲解数学的概念、思想和方法，同时兼顾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军

事院校教学的特殊性决定的。 
类比教学法是数学教学独特的方法，是教员传授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学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一种有效方法。数学教学是循序渐进的，知识点是环环相扣的，旧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教

学中重点。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教学法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让书本由厚变薄，从而让学员学会如何去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讲二、三重积分以及线面积分的定义、性质比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进行讲解；

讲多元函数的微分学可以类比一元函数的微分学进行类比，找出区别于联系，学员在知识点的比较过程

中就会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学员学会运用所学知识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选择课堂教学方法因人而异，更因教学对象而异，教员要改变单一的知识传授模式，在课堂教学中

要反复实践，不断探索现阶段因材施教的新方法、新模式；不断探索以学员为主体，有利于调动学员自

主学习积极性的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3.3. 教学手段先进性、多样性 

新时代教育方针要求：注重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改革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渠道和方式的新变化，关注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方式对人才

培养带来的冲击。所以，我们要结合高科技积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平台，使高等

数学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达到教与学的互动。 
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多是以讲授为主，若辅助多媒体课件教学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这是因

为高等数学的内容多事抽象难懂的，采用多媒体教学会起到从感性到理性的飞升，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培

养非常有益。如在教学中，二次曲面可用 PPT 展示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宏伟壮观，上海体育场飘逸的外形

仿若轻浮于基地之上，广州小蛮腰电视塔的巍峨等图片。让学员明白二次曲面在建筑上的光彩夺目，同

时对二元函数有了直观的几何理解。再比如，微积分中的局部线性化思想、用多项式逼近可微函数的思

想、用三角函数逼近周期函数的思想以及微元法(元素法)等等，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演示，将复杂抽象的数

学思维理解起来反倒容易起来。 
在课堂中，不仅仅只有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辅助教学，建立校园精品课教学网站和 WebCT 网络教学

平台也是当今信息化社会催生的新技术手段。这种交互式教学的方法，通过网络将教与学的过程延续到

课堂之外。我们可以建设课程网站[13]，为学员提供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章节测试、习题解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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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文件，共享信息资源。设置网上操作范例、视频点播、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训练系统等课程建设相

关资源，学员可以通过参与训练系统，得到一个合理的测评结果，以检查自己在学习中的不足，为学员

课后的学习和答疑提供了教学资料。另一方面，教员通过测评结果，反馈信息，加强了教员与学员互动

交流，使高等数学课的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另外，数学实验教学也是教学手段之一。在课堂教学中

尝试添加实践性教学内容，诸如 Matlab，Mathematic，Maple 等是学员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会接触到的数

学软件，在学习高等数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对这些软件的学习，让学员走进实验室动手实践进行计算，

加深学员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4. 结束语 

通过上述研究与实践，按照新时代教育方针的要求，大学课程要打造成一门具有新时代教育思想、

现代化的教育模式、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的通识基础课程。这就要求我们应以“立德树人”、“为战教

战”为目标，将“学员为主体、教员为主导，师生互动式”教学法和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创

造性理念”等现代化教学思想相结合，对数学课程进行改革，使学员主动学习，教员有效的教学和指导，

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孙玉芹, 刘建军. 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价值——“数列的极限”教学案例[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42): 175-176. 

[2] 白忠玉, 陈娜娜. 高等数学线上“金课”建设对策探究[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 2020(7): 38-39. 

[3] 杨盛武, 王利岩, 李艳杰. 对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 创新教育研究, 2020, 8(5): 742-745.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5120  

[4] 孙曦浩, 董志强. 边探索边提高, 高等数学 C 线上教学完成四步曲[J]. 教育现代化, 2020, 7(89): 5-9. 

[5] 周艳丽. 基于“问题主导”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用高等数学的探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13): 254-255. 

[6] 俞能福, 闵杰. 挖掘高等数学文化内涵, 践行教学改革[J]. 大学数学, 2020, 36(5): 15-19. 

[7] 张若军, 高翔. 哲学视域下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 [J]. 大学数学, 2021(37): 13-17. 

[8] 潘璐璐, 徐根玖, 台炳龙, 等. 理工类课程实践的逻辑及方法——以高等数学函数曲线的凹凸性为例[J]. 高等数

学研究, 2020, 23(1): 22-25+50. 

[9] 江南. HPM 视角下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高等数学”探究[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20, 43(4): 97-102. 

[10] 黄炯. 高等数学“基因植入式”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36): 61-62. 

[11] 滕吉红, 黄晓英, 袁博. 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探索[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2, 35(4): 
89-90. 

[12] 陆志雯. 浅谈高等数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32): 85-86. 

[13] 解小莉, 薛海连, 吴养会. 农林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 黑
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 2020(11): 30-3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2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5120

	新时代军事教育背景下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学内容的改革
	3. 课堂教学的改革
	3.1. 教学模式——“问题驱动”式
	3.2. 教学方法灵活性、综合性
	3.3. 教学手段先进性、多样性

	4. 结束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