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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中，教学设计起到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作用，是体现一堂好课的重

要依据。本文将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和教学评价等几个方面来探究教学设计的

创新。 
 
关键词 

高等数学，教学设计，教学创新 

 
 

Research on Innovative Desig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unxiao Gao, Wenjun Huang* 
Teaching Department of Basic Subject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Oct. 11th, 2022; accepted: Nov. 10th, 2022; published: Nov. 17th, 2022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teach- 
ing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an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flecting a good lesson.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con-
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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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主持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数学

学科是属于基础学科，而且还是其他学科的基石。因此，对于高校中的数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高等数学》是高校理工类专业基础且重要的一门课程，且具有其独特性质：高度的抽象性、严密

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同时既是学生进行后续其他课程的必备数学基础，同时也是学生参加生产实

践、从事工程设计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大学生作为未来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学习并学好这门课程是

高校教师现阶段重视的问题。然而目前《高等数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和教学评价体系

等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如何在解决上述教学中的问题同时又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

力是亟待解决的[2]。 
另一方面，教学设计架起了沟通与实践的桥梁，是评价课堂教学活动是否有效的关键[3]。好的教学

设计能让老师上课自然流畅，让学生觉得学有所获。因此，创新教学设计，使得教学设计越来越好，帮

助教师更好的教，学生更好的学。创新《高等数学》教学设计就是集思广益，依据高等数学学科特点进

行教学设计，使学生对于高等数学不仅仅是初级学习并掌握知识点，而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将知识内化到

数学认知结构中，重组知识结构，提高和发展认知能力，使教学获得较大效益，提高高等数学的教学质

量。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将探究高等院校中的高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设计创新。根据现代数学教育“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此理念，结合各专业的要求，设计好教案，从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和教学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来创新教学设计。 

2. 现教学实践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高等数学因其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成为学生听之变色的一门学科。他

们对数学中的一些定义、定理缺乏感性的认识，认为数学概念很抽象，觉得数学很枯燥还很难学，对学

好数学毫无信心。 
另一方面，高等数学课程应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个方面为目标，而要落实上述

三维目标的重要环节就是教学设计[4]。即通过教学设计，可以明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价值目标，助

推高等数学教学任务的有效完成。 
基于此，应先分析现有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与评价体系几个方

面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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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学理念相对陈旧 

目前，关于高等数学的教学主要还是在于课堂理论知识的教授，与实际应用联系较少。很多学生对

凭空出现的各种定义和定理无法理解，也不知道讲这个定义或定理的作用何在，这就导致大多数学生会

觉得高等数学学习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在遇到实际中的具体问题，也想不到用所学的高等数学知识去解决。 

2.2. 教学内容体系无法促进学生的能力提高 

高等数学是理工院校各专业必学的公共基础课，相对于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非数学专业更注重的

是各知识点的应用。在当前的教学环节中，教师更多的扮演着主体角色，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环节，仅

仅是被动的吸收着教师所讲的知识点，这也就导致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得不到发展。而且高等数学的教

学内容注重演绎推理，没有很强的直观性，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难度，也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尤其是对新生来说，在经历高考之后，学习还停留在老师的鞭策下，大部分缺少学习愿望，进而影响学

习的积极性。 

2.3. 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密切相关，目前，高等数学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以“定义、定理、例题、课后习

题”的讲授模式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是以授课教师为主导，教师劳动强度很大，课堂传授信息量少，学

生接受相对较差，其主体地位也没有体现出来。此外，高校数学课时有限，学生数量多，常是三个小班

合成一个大班，那么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完成教学进度，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和互动交流的时间就

会少，偶尔出于考勤会提一些关于基本概念或公式的简单问题点学生回答，但很少会提创新性问题。 

2.4. 课程设置不灵活 

高等数学教学应采取“适度、够用”的原则进行课程设置，各专业所需要和侧重的知识点不一致，

并没有把“适度”原则和各专业的特点相结合。所有专业的高等数学教学采用相同的教材和相同的课时，

学习的内容一致，期末考试形式与试卷也一致。这使得高等教学的课程设置不能与各专业的培养目标紧

密结合，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5. 教学评价体系问题 

科学教学评价体系是检测学生创新思维的最佳方式，也是考察教师创新教学成果的重要指标，对高

校高等数学的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地位。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作用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然而现在高等数学考核依然以期末笔试成绩为主为主要评价标准，重点考核学生的数学知识、

运算能力，但是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没考核到。这种方式注重学生的成果考察却缺乏对学习过程

的监督，学生在做数学题时时常按照套路解题，思维僵化，解题固然强，但面对实际问题却很难以多角

度、多层次的思考解决问题。 

3. 高等数学教学创新 

创新是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

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产品、方

法、元素、路径、环境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便是创新，应用于高等数学教育上便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技能，

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教学上进行创新。多维度、多因素、多层次地设计教学，有目标、

有针对性、有方法地实施教学，让学生发散思维，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还能学以致用，锻炼出学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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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5]。 
鉴于以上的分析，接下来将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与教学评价五个方面来探

究高等数学的教学设计创新。 

3.1. 教学理念的更新 

3.1.1. 重视问题情景教学理念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森说过“将原理性知识与问题情境联系起来可以促进问题图式的神话发展，提高

知识灵活迁移的可能性。” 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精心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启发学生，让学生自己掌

握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同时创设问题情境还可以巧妙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有充分

时间和空间，主动构建知识点的联结，这就形成了科学的学习方式。为此，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应该

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数学应用的情境，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以使得学生在实际问题中提高应用数

学知识解答的能力。 
比如在教学中引入曲边梯形的面积、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来引入定积分；用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

度、平面曲线上一点处的斜率来引入导数等。 

3.1.2. 实施合作教学理念 
有效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掌握知识点。然而有效的教学活动不能单纯依靠模仿与

记忆，更该靠动手实践、自主探求与合作。而其中有效的数学教学活动当属合作学习。 
方式是把整个班级分成 N 个小组，课前小组预习，通过学习通等平台推送课件、微视频等相关资料；

课中在讲解完知识点，让各个小组出个问题考察其他小组，小组先互相讨论，然后给出解答；课后组内

复习，掌握知识点的同学帮助没完全掌握的同学，以此来共同进步。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不但有助于建立新型师生关系，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竞

争意识和集体观念。同时还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加强了人际交流。另外在组里可以发挥个人专长，成

为他人学习的榜样。 
在学期结束，对全班 70 个学生进行问卷调差，显示小组学习氛围更强，各小组之间有拼劲，小组内

部又可互相学习进步，共同提高。所得结果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mwork skills 
图 1. 小组合作技能 

3.2. 教学内容重构 

3.2.1. 结合专业特点讲授教学内容 
高等数学是理工院校各专业必学的一门课程，也是解决现实应用问题的一种工具。然而现实问题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课前预习积极性有提高

知识点的理解和分析得到提升

小组成员默契度越来越好

表达力与表现力有所提升

小组合作技能

各小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06


高雲霄，黄文君 
 

 

DOI: 10.12677/ae.2022.1211706 4629 教育进展 
 

多而杂，各个专业应用背景不同，对应需解决的应用题各不相同。因此，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还需针对

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实际需求来调整，使得各个专业有自己对应的教学重点和难点，而不是以往的统一重

难点，注重定理和公式的推导。 
为解决上述问题，结合学校各专业特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高等数学分成“极限、微积分、微分

方程、空间解析几何与级数”五个板块来讲授，课上以极限为基础串联其他知识点成一个有机整体，明

确不同单元知识点在其他专业的应用，从而让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与专业实际紧密联系。 
例如，机械工程类专业需要用到转动惯量和傅里叶级数等知识点，电气工程类专业则在后续课程学

习中需要了解流量、环流量、引力、散度、梯度场等概念，金融会计类专业在后续专业课中需要掌握差

分方程的概念与求解。由于这些知识点在期末考试中涉及较少，所以教学计划中很少包含或者当成选讲

内容，有时在课时紧张的情形下直接略过不讲，这就导致学生无法掌握所需知识，给后续课程的学习带

来困难。 
在进行创新教学设计之后，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反馈有帮助，能更好的借助当时高等数学的知

识点来理解现有的知识。由此可见，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应与各专业实际需求相结合，着重培养学生运

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3.2.2. 结合生活实际应用讲授 
数学产生于人们生活实践中，每个概念、公式与定理都有其背后的来源和故事。从以往的教学实践

中可以发现，课堂讲解知识点时，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引入相关数学史以及涉及的相关故事不仅能调节

课堂气氛，而且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例如在讲解定积分这一概念的时候，书上就是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引例(求曲边梯形面积和变速直线运

动路程)给出的定积分定义。除了生活中求面积和路程这两个例子外，经济上的投资决策上也可作为例子

引出概念，比如以均匀流的存款方式，也就是将资金以流水一样的方式定期不断存入银行中，那么年末

计算总价值时就是通过定积分求解的。在经济领域上，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理论应用更加广泛，比如计算

产品的销售价格区间使得商家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可计算当前销售价格下的最低生产成本区间。在化

学领域上，高等数学的方程可用于定量研究化学反应，先用方程表示参加化学反应的物质浓度、温度等

变量的变化规律，再用数学方法研究方程的“稳定解”。 

3.3. 教学方法的创新 

3.3.1. 启发式教学 
适当使用启发式、研讨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其核心就是将学生看作学习活动的主体，根本特点是教

给学生怎样学、如何学，以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思维、知识运用和迁移的能力。著名数学家、数学

教育教育家哈尔莫斯曾说过“最好的教学方法不光是讲清事实，而应激励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动手”。 
由于每个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理解能力不同，对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也有所差异。

因此，采用相同的教学模式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可以采取分层教学的方式，新

生入学后组织数学水平摸底考试，根据数学成绩将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生分成平行班和提高班这两个层

次进行教学。平行班教学以夯实数学基础为主，围绕高等数学教学大纲展开教学活动，在帮助学生牢固

掌握高等数学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专业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班的教学则在前者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教学内容，启发学生思维和开拓能力，如传授学生数学建模思想和基本建模方

法，建立知识点与现实生活问题的联结。 
分班教学实施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授的提高班共 70 人，平行班 75 人，全部参与了问卷填

写，选取的一部分结果如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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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aching receptivity 
图 2. 教学接受能力 

3.3.2. 案例导入式教学法 
案例导入式教学法是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采用具体案例来组织学生进行学习、

分析和研究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导入适用于讲解数学概念、基本定理、运算法则时，

合理引入案例，可以将数学内容具体化，化抽象为形象，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点，能够

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 
高等数学案例教学法运用分为 5 个阶段：1) 选择案例——选择与课程内容相关知识点的案例，并要

兼顾目的性、趣味性、代表性和实用性。2) 分析案例——提前设置一些针对性的未知问题，引导学生思

考。3) 引入案例——讲授循序渐进，有理有据的引入新的数学概念。4) 解决案例——讨论解决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求解出问题答案。5) 归纳推广案例——列举类似案例，分析问题解决思想方法，通过对比找

出共性，锻炼学生用所学的概念方法解决其他类似案例。 

3.4. 教学环境的创设 

学校在教育管理方面需要制定严格的管理体系，提升校园内部的文化氛围。比如通过知识竞赛、校

园文化节等活动作为载体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设置一些专业的选修课程，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

另外，高校也应积极营造创新思维培养的校园文化环境，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广播站等平台积

极传播相关资讯，鼓励学生积极参加高等数学竞赛活动和数学建模等相关项目。 

3.5. 教学评价改革 

教学评价体系应全面直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进行教学评价的时候，应充分考察学生对所学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包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现阶段的教学考核评价方式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

成绩。平时成绩单独体现的是学生的出勤率与作业完成情况，考试成绩也仅仅是一次考试的成绩，缺乏

客观性，不能等同于学生的个人能力。因此，在考核形式上，可以增加数学活动成绩，重点考察学生数

学思维。比如在晚自习的时候给出开放性题目，在课堂上的讨论，分享自己的见解和解题思路，引导学

生发散思维，积极探索，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借助信息技术，在学习通上布置作业和上传视

频，自动分析学生的答题次数和学习视频的点击率，而不是以往的教师主观给出评价。 

4. 结语 

数学课程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如何采用教学实验研究的范式解决教学问题，结合专业应用将数学魅

力展示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主动学生是每位数学教师为之

不懈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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