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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分析课程是各个大学数学专业最基础的课程之一，但其理论多用符号表达，十分抽象，很多新生学

起来十分吃力。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数学分析这门课程的积极性，高校教师需对当前的授课模式进行

创新。基于OBE理念，本文提出了该课程的“动态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讲

授式和研讨式，课内知识和数学文化动态混合，这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数学分析课堂的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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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courses for mathematics major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but its theory is mostly expressed by symbols and it is very abstract,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freshmen to learn. So as to lift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innovate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I put forward the dynamic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ation, teaching and discussion combination, in-class knowledge and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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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BE 教育理念是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是指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终实

现的学习结果。其主要是对学生的行为结果进行有效的测评，对学生完成学业之后能够做什么给予重视，

注重学生学到了什么。学习过程由成果决定，而对课程的设置则是根据成果为导向的，通过这种模式的

学习，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学到的知识，它极度重视教学方法、策略、评估以及课程内容之间的

相匹配度。OBE 强调以下四个问题：我们希望学生取得什么样的学习成果？为什么学生要取得这样的学

习成绩？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实现这些学习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1]而数学分析课

程理论性强，很多定理定义多用符号表达，十分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吃力。基于 OBE 理念，教师要

以学生为主，以鞭策学生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进行教学改革。教师可以

采用动态混合的教学模式[2]在此过程中，要关注学生应该学什么，怎样学，学的如何。变注入式为主动

吸收式学习。本文基于 OBE 理念，提出的“动态混合式”教学模式，会将静态课堂变成动态课堂，将被

动接受的课堂变成主动提问的课堂。 

2. 大学数学分析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传统的数学分析课堂的教学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有如下弊端。 

2.1. 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的数学分析课堂中课堂几乎没有互动，类似于静止的课堂，气氛极不活跃。学生很少输出和主

动思考。一般是在开学初，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数学分析课程的计划。每次上课按计划进行。课上基

本模式就是教师根据课本给同学们讲解定义定理练习题等知识，而学生们坐在座位上干巴巴的听讲。有

的同学把书放在桌子上，心思早已远走高飞。教师在整节课几乎不提问。而也有学生自己不会做作业，

便抄袭同学的作业。但是老师一般不管同学们是怎么完成的，只要完成就好。期中期末考试也是由学校

抽出一套卷子，学生统一闭卷作答。很多高校采取这种方式上课、考核。毫无新意。虽然这种“注入式”

教学模式有一定的优点，但“注入式教学效果远未达到课标和人才培养要求。 

2.2. 学生基础差异较大 

学生们来自天南海北，我国一些地区在高中数学教学中使用的教材版本不同，而且高考的侧重点也

不尽相同。比如：黑龙江使用人教 A 版数学书，但辽宁省使用人教 B 版数学书。在 2021 年，高考试卷

分为全国甲，乙卷，自主命题试卷，新高考 I 卷，新高考 II 卷。高考试卷不同，授课侧重点自然不同，

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数学基础也不同。再次，学生们的语言转换能力不同。除汉族学生以外，往往还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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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学生虽然在高中时期，部分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但是他们更习惯于本民族

的语言。尤其是对于数学分析这种理解起来比较难的专业课程，很多时候，老师语速变快就会导致这些

学生跟不上，听不懂，导致他们基础相对较弱。而且，各地的师资力量有所差异，不同工龄，不同工作

态度，不同专业水平的教师带出来的学生也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学生数学底子的差异，学生的吸收知

识的能力不同，导致听不懂的学生对数学分析这门课失去了信心和学习的兴趣，会影响老师上课的进度，

因此需要我们探索出新的授课模式，解决这一问题。 

3. 数学分析课程的动态混合教学模式 

为了让教师和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交流，我们采用动态混合教学模式，也让教师有条件制定出

适合学生学习的授课方式。混合教学模式中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动态混合符合重过程轻结果的教育方针，

在课程考核标准制定时需要优先考虑学习过程；混合教学模式也是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课堂的

反转，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循序渐进地传授理论知识，遵循学生的认识新事物的规律[3]。为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我们提出以下三种混合式教学模式。 

3.1.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动态混合 

根据数学分析课程的特点，我们可采取线上教学为辅，线下教学为主的授课模式。SPOC 即小规模

限制性在线课程，是一种把微课、小众教学、集约化教育等融合在一起，形成在线学习与线下传统课堂

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4]。基于 spoc 理论，线上教学主要包括课前预习，课后思考和课程视

频三部分。对于课前预习，在传统教学中，有些教师会轻描淡写的告诉学生预习下节课的内容，但很多

学生都不会去预习或者不知道应该怎样预习，还有的学生只是看一看知识点，甚至没有理解。在课上能

和老师交流探讨预习内容的学生少之又少。我们可以利用“课堂派”微信公众号，将自主预习变成引导

式预习。教师可以在每节课开始前三天在“课堂派”上发布视频或者文件类学习资料，并且在话题区发

起话题讨论。学生参与话题讨论情况会计入平时成绩。用这种方法促进学生养成积极预习，独立思考的

习惯。对于课后思考，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是留课堂作业题代替课后思考。这样只能帮助学生巩固

课上内容，很少拓展延伸，比较局限于课本知识。教师可以在每节课程结束后，在“课堂派”发起话题

讨论，主要是比较开放的数学问题，或者难解的问题。这部分讨论也计入平时成绩中，可以激发学生探

讨的兴趣，帮助它们发散思维。在课堂视频的环节，教师可以在“课堂派”发布教学课件，教学视频，

或者课上没时间讲解的重要课后习题的小视频。方便在课上没有跟上教学进度的学生，及时复习，反复

回看，以保证所有学生不会因被落下而失去学习兴趣。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内容要紧密联系。线下主要

是对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学生难以自主学习，理解不到位，进行讲解。教师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

的预习成果并对其点评。甚至，对于一些简单的章节，可以给学生分组，让学生自己在课堂进行讲解展

示。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和合作能力，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对该部分知识有更清楚的理解。 

3.2. 讲授式和研讨式动态混合 

学生在课上认真听讲和独立思考同样重要。讲授式教学与研讨式教学优势互补。 
1) 讲授式教学能够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而研讨式教学在实践中，会占用大量时间，所以，单纯采

用研讨式教学显然对完成教学任务来讲有很大困难。如果将讲授式教学与研讨式教学有机整合，就会弥

补研讨式教学的效率低的缺陷。 
2) 研讨式教学重视发挥教师与学生双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并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而讲授式教学

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将讲授式教学与研讨式教学有机整合，就会使讲授式教学取研

讨式教学之长，补己之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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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讲授式教学与研讨式教学在很多方面优势互补，相互之间可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可

见，讲授式教学与研讨式教学有机整合极具价值。基于 OBE 理念，本文提出讲授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相

结合的授课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将整节课分为两部分。上半节课，主要是教师讲解，学生听讲并且要

求学生记笔记。笔记内容可以是自己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解，可以是对某部分知识的疑问或者是课下想查

阅的资料等等。教师在讲解每个模块的知识之前，可以给学生布置相关的几个问题，要求分组作答。下

半节课，主要是让学生自主研讨，教师答疑点评。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刚刚的问题，并且展示交流。最

后教师结合同学们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指导，给出最终答案。接下来让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本节课或者上

节课的笔记，可以谈谈自己的收获，也可以大家一起对有些同学提出的疑问进行交流。发言的同学教师

根据情况计入平时成绩，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意同学们的反应，与他们

保持良好的互动，点评也要精准得当。 

3.3. 课内知识和数学文化动态混合 

学习数学分析这门课程避免不了接触一些伟大的数学家并且了解学科发展历史。而数学学科的发展

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和观点，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

的历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数学又从其他文化的发展中汲取各种营养成分。也许，我们也

知道该在数学课程中渗透数学文化，但可能我们就是生拉硬套，并没有将数学文化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相统一。数学文化就是核心素养被培养之后的一种体现。数学文化是数学学习后的一种沉淀。数学知

识是数学文化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就无以确定什么是数学文化.数学文化与数学同在，只要有数学，就

一定有数学文化。数学的文化特征在于数学的历史性，数学文化的核心是数学的理性精神，是在对具体

问题、结论或方法的探究、质疑、猜想、论证、反思等理性思维活动中，所获得的数学精神和数学品格

[6]。在教学过程中恰当的插入数学家的故事，给学生讲解学科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每个理论背

后的故事，激发学习兴趣，将看似无趣的学科立刻打造成让人充满学习热情的科目。比如：在讲数列级

数收敛时，可以向同学先介绍阿贝尔。阿贝尔于 1802 年出生。1826 年发表《关于很广一类超越函数的

一个一般性质》。1829 年去世。他的主要成就有阿贝尔变换，阿贝尔引理，还有我们将要学习的阿贝尔

判别法。这样给学生介绍完，学生立刻对阿贝尔判别法的学习充满好奇，使得他们的思维活跃起来，更

容易接受这部分晦涩难懂的知识。此外，教师在课前可以让学生自己收集与本节课相关的数学家的故事

或者数学史，课上让学生进行展示，使得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学生也更有参与感。例如：微积分是数

学分析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在学习之前，教师可以让学生收集微积分的发展史，并且做成课件，在课上

展示。将课内知识和数学文化混合教学，可以把枯燥的课堂变得有生机，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教学能

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长远意义。 

4. 结语 

数学分析课程中的动态混合教学模式是基于 OBE 理念，以学生为本位，符合教育变革的一项创新的

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动态和混合”。“动态”是指教师在授课时针对不同的课程

内容，可以选择不止一种模式进行授课，让课堂流动活跃起来。“混合”指教师在上课时可以将线上线

下相结合授课，将课内知识和数学文化结合起来等等[7]。“动态混合式”教学模式十分适用于数学分析

课堂，可以调动学生上课的激情，让他们对这门课更感兴趣，还可以让教学模式更多元化，使得数学分

析课堂不再枯燥无味，更好的达到课程目标和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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