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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课程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水平。本文从分析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入手，提出了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并介绍了目

前本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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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thematics courses offered for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flec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evel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the 
major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Shanxi University, we put forward the objectives and con-
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e course construc-
tion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the major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Shanx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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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分析》课程是高等学校数学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着重于培养学生数学意识和数学思维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知识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

领域，各行各业对于人才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课程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在国内，高等学校非数学类专业开设《数学分析》课程的不多，

并且大多数是一些理工类专业，如计算机科学和物理科学相关专业。《数学分析》之所以能被其他学科

作为专业基础课，主要在于其工具性的作用。实际上，《数学分析》中经典的连续性、导数、积分以及

级数等概念，在经济管理科学领域的应用更为广泛，诸如经济管理学中的一般均衡、边际产量或收益、

消费者或生产者剩余、金融存储以及复利计算等[2] [3]。同时，《数学分析》的基础理论、学习方法、实

践应用，都与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后续课程的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密切相关。 

2.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自 2013 年 6 月重新组建以来，设有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6 个本科专业，其中经济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会计学是山西省一流本科专业；拥有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 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1 个博士

后流动站以及金融工程实验室等 5 个学科建设实验室。为适应市场需求和深化人才培养机制，学生入学

后需经过 1~2 年的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教育，显然继续开设内容相对简单的微积分课

程是不合适的。于是，自那时起，学院就将两个学期的《微积分》课程调整为三个学期的《数学分析》

课程。实际上，在这之前，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财经类高等院校开设《数学分析》课程，如上海财经

大学等。 
一方面，《数学分析》课程内容复杂，学习难度大，所需课时也比较长，学生学起来会觉得要比之

前开设的《微积分》课程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但是，从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数学分析》课程的课时

被缩减为两个学期共 206 个课时。课时缩减，但教学内容不变，这必然带来新的矛盾。如果想把所有教

学内容讲授，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继续采用传统的教师为主的“灌输式”授课方式，但这只会导致更

多的学生对数学分析课程的学习失去兴趣。 
另一方面，在现行使用的《数学分析》教材中，几乎都是面向理工科专业的，还几乎没有适合经济

管理类专业的《数学分析》教材，比如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复旦大学欧阳光中等主编

的《数学分析》上、下册[4]。同时，因学院没有开设《解析几何》和《常微分方程》这两门课，为了教

学内容的衔接和学生考研的需要，必须自行穿插补充教学相关内容。因此，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数学

分析》这门课程，无论是教师教的角度，还是学生学的角度，都面临很多的困难。基于现状，有必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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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作一些改革探索，对课程教学资源作一些建设，并予以

实践。 

3.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目标 

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的授课团队由两位教授、三位副教授、三位讲师共八位教师组成，

其中六位具有博士学位。在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支撑下，团队课程建设的短期目标是申请山西省《一流

本科生课程建设》项目，继而申请国家《一流本科生课程建设》项目；长期目标是编写主要面向综合类

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数学分析》教材和习题集。这不仅需要团队成员齐心协力，不断积累，

还需要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团队申报的山西省《一流本科生课程建设》项目将以复旦大学欧阳光中等主编的《数学分析》教材

为例，对《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做一些改革探索，使得其更适合于经济管理类

专业的发展和需求；并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课程从教学大纲、教材、习题集、师资培养、课

件等方面进行建设，使得其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具体来说，我们想做到：① 结合经济管理类

专业的特色和学生具体情况，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做一些适当的补充和删减，切实降低教师教的

难度；② 对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合理设计多媒体课件，探索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学习积极性，减少学生学的难度；③ 编
写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教材和习题集，为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内容 

基于我校现状，我们将对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作一些改革探索，并

对课程的教学资源作一些建设，具体如下： 

4.1.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教学内容上，《数学分析》较《微积分》涉及数学理论较多且较深，课时较长。从数学在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和经济学专业的特点来看，一般《微积分》很难满足专业的需求和发展，而经典的《数学分

析》又不完全适合经济管理类专业。因此，我们将以复旦大学欧阳光中等主编的《数学分析》为例，对

其课程内容做一些改革探索，使得其更适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需求和发展。在注重教材内容体系完整和

结构严谨的前提下，具有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即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特色和学生实际情况，首先对教材

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进一步适当补充一些经济管理学中的定义和例题，并删减一些理论性很强的数学定

义、定理和例题。例如关于实数理论部分的内容，对于实数连续性理论不作讲解，但对于实数及其性质、

确界原理等要做详细讲解。补充经济管理学中边际、弹性、消费者或生产者剩余等基本概念以及微商在

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着重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基本计算和理解能力，熟悉数学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如极限定

义、连续定义、导数的定义，还有解析几何和微分方程的一些基本内容。对于级数理论中的傅里叶级数、

多变量积分学中的曲面积分和曲线积分以及场论等与经济管理的应用关系不大的内容略去不讲。 

4.2.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不仅在于要对其具体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更要考虑在教学

方法上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总结和探索，合理使用多种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如“讲授法”用来介绍理论性较强的定义和定理；“启发式法”则适合于讲授例题和习题，

和学生进行互动，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1] [5]；“讨论式法”更适合于习题的讲解；类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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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概念和性质定理的学习；案例教学法适合于微积分的应用[6]。其次要适当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方法。本世纪，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产生和高速发展，间接促成了多媒体教学的兴起。利用多媒体

课件辅助教学，同时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以增强教学效果，完成高容量课程的讲授，进一步保

证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最后，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贯穿数学建模思想[7]，将“立于数学建模，成与双创

育人”的思想与方法贯穿于《数学分析》的教学过程，讲授内容时注意适当穿插利用相关数学知识来建

立数学模型的典型例题，为学生在高年级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和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资源建设 

前面是以复旦大学欧阳光中等主编的《数学分析》为例，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特点对其课程教学内

容做了一些改革，并对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点探索，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数学分析》内容复杂而且难，

再加上课时减少，在保证内容体系完整和结构严谨的前提下，内容如何增删、增删后的内容如何衔接、

学生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教材、授课教师在不熟悉经济管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如何增加更多经济管理学案

例、如何对经济管理类专业建设和发展发挥更好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亟需解决[8] [9]。在项目组成员长期讲

授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微积分课程的经验基础上，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特点，需要从以下

几点考虑：① 在现选教材的约束下制定合理科学的教学大纲；② 加强《数学分析》课程授课教师经济

管理学方面知识的补充和学习；③ 编写主要面向于综合类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经济管理类《数

学分析》教材；④ 编制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的习题集；⑤ 合理设计多媒体教学课件；⑥ 建设经济

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网站。 

5. 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建设的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特色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亦因内容施教，探索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注重与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知识的接轨，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编著适合我

校特点的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教材和习题集，建设课程网站，激发学生的参与主动性，培养学生独

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5.1. 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课程网站 

为了尽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并使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所需的数学知识、提高数学素养和数学

能力，同时学会对数学的应用，我们希望为学生提供一条理解数学、学会数学、享受数学的学习途径，

在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上我们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根据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的特点，

在教学过程中，授课团队教师采取线下课堂教学为主，线上网络教学为辅的基本思路来探索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在线下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将《数学分析》理论体系中的难点和重点碎片化，结合重要的课

后习题，作为线上网络学习的重点。同时在教学中利用网络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在遇到

疑问时，及时通过网络平台来得到帮助。建设课程网站，将教学大纲与学习辅导材料保存在网络上，方

便学生的查询和学习。 

5.2. 鼓励探究式学习，激发参与主动性 

数学分析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想要理解掌握并致以应用，是有一定难度的。故而，在讲授

过程中，需要我们在不降低概念与理论的严密性的同时，尽可能通俗易懂，将抽象的概念作直观的解释，

降低理解的难度。需要经常鼓励学生探究式学习，敢于怀疑并提出问题，尽可能解决问题，启发学生深

入思考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发挥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同时给学生留思考

题，根据所提问题，提倡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撰写小论文。这样一来，通过对这些问题分析挖掘深刻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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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不仅传授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体现素质教育与能力，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运用知识包括写作的能力[10]。引导学生形成合理的

知识结构，对课程有一个整体认识，不可陷于某些局部而不知全貌，从而深刻地体会从“薄”到“厚”

再到“薄”的学习过程。 

5.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编著教材与习题集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数学分析》不同于数学类专业的《数学分析》，编写教材时团队成员注意到，

我们不仅需要略去不太常用的一些内容和某些定理的严格证明，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具体问题，

同时更要重视理论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注重与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知识的接轨，体现“有所为，

有所不为”[9]。并且，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数学分析又要比现有经管类的微积分教材覆盖面更广、理论层

次更深，可以满足学生在专业领域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需求。通过建立与经济管理学院专业教师的交流平

台，我们加强了《数学分析》教学团队教师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补充和学习。同时，在使用现有教材的

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立足学生实际和专业特色，积极创新，不断探索，编著适合我校特点的经济管理类

《数学分析》教材和习题集，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发展。 

6. 结束语 

《数学分析》课程不仅是我校数学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课程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对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文旨在对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做一些改革探索，使得其更适合

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发展和需求；并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析》课程从教学大纲、教材、习题集、

师资培养、课件等资源方面进行建设，使得其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特别地，我们在教学过程

中融入数学建模的方法和思想，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注意加强《数学分析》教学团队教

师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补充和学习，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今年，我校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乘着这股东风，作为山西省的百年老校，我校担

负着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创新型应用人才的艰巨任务。通过近几年对经济管理类《数学分析》课程的

教学实践，我们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特点，本着“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不断

优化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勇于探索，不断将理论知识应用于所学专业，大部分学生能够适应新的教

学模式，学习兴趣有很大提高，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能够把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做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等各类数学类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朝着真正成为数学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具有创新意识、

开拓精神和应用能力，符合新世纪要求的优秀人才的目标而努力。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的教

学理念、教学方法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作为教师，我们从不懈怠，惟有不断学习，勇于进取，

才能使自己的教学事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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