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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院校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而高等数学作为军事院校通识教育必修课，它具备着较强的理论性

和应用性，传统的教学认知比较注重传授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应用性，尤其是在军事为背景下更应注重

应用能力培养。因此，本文针对高等数学的教学特点以及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围绕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培养现状，对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路径进行探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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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academies serve as the cradle for cultivating military talents, while higher mathematics, 
a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ha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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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ed qualities. Traditional teaching cognition focuses more on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hile neglecting its applic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 affairs,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abilit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cha-
racteristics of higher mathematics and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eaching. Arou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it explores the path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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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事院校承担着“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神圣使命，面向世界军事和科技前沿必须不断加强夯实

基础学科的教育，为应用创新、实践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高等数学

课程也面临着新期待、新要求。在开展高等数学教学活动时，既要注重涵养数学思维和数学知识，还要

重视培养学生学习迁移能力，聚焦利用高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无论在军事院校还是地方高校，在

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快推进从理论型向应用型为指导的教学理念，本文将围绕如何培养数学应用

能力进行了探讨。 

2. 当前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现状 

2.1. 教学手段方面 

最开始的教学手段是传统的黑板加粉笔，此阶段对学生的抽象思维有着较高的要求；随着发展，到

现在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主要指使用 PPT 授课)，某些抽象数学知识可以通过动态 PPT 进行展示，加深

了对抽象性质的理解；再到如今发展到现在使用 PPT 并结合新兴教学软实施，如：雨课堂、慕课、智慧

树等新的载体进行授课[1]。 

2.2. 教学方法方面 

有的是以问题为导向，课前或课中布置一些有关课堂知识的相关任务给学生，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然后教师根据任务完成质量情况进行有重点的教学；有的是采用翻转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一些质量较

高的慕课及教学辅助材料供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根据自学情况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有的是采用“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1]。 

2.3. 教学内容方面 

有的是采用叙述方式对数学相关概念以及性质进行讲解，并通过实际的例子，以更加方便理解的方

式呈现给学生。有的根据学生理解力和学习力，有针对性地增加或删去重难点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授课；

有的引入数学文化和与数学相关的科技前沿，把相关知识的背景及应用领域讲给学生，以此增强学习的

动力；有的在课堂上增加以家国情怀、时政热点等方面思政内容，来加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的培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尊凯，毛俊超 
 

 

DOI: 10.12677/ae.2023.13121479 9570 教育进展 
 

3. 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 思想认识不够重视，既包括教师层面，也包括学生层面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高等教育已然形成属于自身特有的教学模式，教师“教”与学生“学”基本

上形成了两张皮，把一些理论知识的掌握作为高等数学教学的核心任务，并且形成了以学业成绩的高低

来衡量教学成果的好坏，所以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只向学生传授与考试成绩相关的知识以及技巧。很多

学生在考试的过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是他们的应用能力极差，这种现象就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教

学模式密不可分[2]。另一方面，教师对培养学生高等数学的应用能力的反思不够深入，使得他们在制定

教学计划时并不会将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考虑进去。学生自主性学习程度还不够高，习惯了老师的

循序渐进地引导，特别的是高等数学在大学第一学年开课，此时学生还处于高中数学学习体系中，学习

方法以及思维方式没有及时调整和转换，等着老师手把手教，不会利用各种途径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再

加上军事院校具有特殊管理方式，自主学习时间也相对不够充裕。 

3.2. 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随着社会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教学方式也不断更新，但在培养应用能力的基础上，高等数学的教

学方式仍然不够创新，顶层设计还缺乏前瞻性，在教学过程中仍有存在应付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教

学方式的选择和使用与教学内容不够匹配，未能实现融合式发展，对于内涵式发展还不够准确定位，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3]。 

3.3. 实践教学资源短缺 

在目前的高等数学教学中，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但在实际应用中，缺少应用能力的

经验，甚至不了解数学应用的相关背景及应用软件，仅仅是理解性记忆理论基础知识。归根到底，主要

因为高等数学实践教学活动比较少，甚至大部分院校没有开设相关实践应用。通常来讲，任课教师开展

数学知识讲解往往根据教材和教学设计进行教学，未能在课堂上建立实验性教学，以至于学生没有参与

实践应用活动的机会，这样既不利于理论来应用于实践，更会影响对学生数学实践应用能力的培育，没

有充分挖掘高等数学应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同时，在缺少实践教学的环境下，教师只能单向地讲

解相关数学模型，乏味、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兴趣。学生也不会自主开展数学建模活动，

仅依靠教师讲解数学知识、学习数学知识、记忆数学知识，实践教学匮乏。 

4. 高等数学教学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路径 

4.1. 聚焦改革创新，转变思想观念 

立足于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要有针对性的对教育内容革新，可从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两个

方面探索。传统的教育理念轻实践重理论，因此在选用高等数学教材这一环节时就必须加以配套应用教

材，从题海战术向实践转变，不能把理论成绩看成考核学生唯一指标或方式，构建“理论 + 实践”的教

学模式，并根据学生学习的多样化和学习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教学和理论授课，找出真正符合学生

成长教育模式和手段，打破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要实现高等数学内涵式发展，

必须坚持因材施教，实行“教”“辅”相配合，不断推动学生数学逻辑思维和应用能力的发展。同时要

改变传统数学课堂枯燥无味的授课氛围，全面激发学生数学知识学习热情与兴趣，为实践打下良好的理

论基础。其次，要尽快推进高等数学教学向应用化方向转变，加大对高等数学在具体应用的举例，尤其

是在高、精、尖方面的实践应用需要着重指引。尽管数学教材能够为课堂教学活动开展提供基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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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靠讲解数学教材内容无法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独有魅力，更无法调动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数学教师应创新教育内容，从网络平台收集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教育资源，丰富

教育内容，保证教育内容的新颖性和有效性，让学生改变对传统数学知识枯燥、单调、无用的看法，主

动探索高等数学知识，使学生能够优化自身数学知识结构，进而真正找到运用数学知识的最佳方法，以

此为基准解答各类高等数学问题和应用问题。另一方面，要从学生管理角度入手，通过班会、第二课堂、

课程思政等方面加大对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以及应用的必要性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教育引导，使

学生重视高等数学的学习。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要实行分类引导和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领，

使学生真正爱数学、会数学、懂数学，全面挖掘激励学生内在潜能。 

4.2. 淡化抽象性及严谨性，突出应用性 

高等数学作为公共基础课，不必过于追求严格的定理证明及公式推导，主要突出对数学思想、数学

方法的教学，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基本计算，应当结合相关专业的特点和要求，最大可能

地让理论知识联系实际问题，强化数学知识的应用，让学生不仅学到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数

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某些物理知识对微积分、微分方程等要求较多，为此在课时分配上适当

多一点，在教学中注意充分体现高等数学的常量与变量、静止与运动、变与不变、量变到质变等辩证思

想；在计算机专业中强化“线性代数”部分；同时对抽象思维要求比较的专业，加强对空间解析几何、

微积分的近似计算、相关变化率、方程的近似解等内容，淡化级数论、泰勒公式等内容。 

4.3. 利用建模思想和应用案例，来拓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掌握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是培养应用能力的前提，作为高等数学教师要有针对性的提供富有创

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数学模型来检验理论知识，既可以以常见生活案例也可以是物理问题分析模型甚至可

以是相应的比较贴近专业的问题作为建模模型，如易拉罐的形状问题、舰船追击问题等问题。通过对以

上类型的类案例进行求解，不仅可以训练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还可以提高创造力和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以

及实际问题分析解决能力。并在创设实际背景情境时，依据具体问题要求，来引入一些相关背景，以构

建解决时间问题的想象和创作空间，建构对应的数学模型；除此之外，还可以以建模问题为导向，启发

学生举一反三，把建模思想融会贯通到解决实际问题中。甚至可以借助热点研究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再趁热打铁引出更加深刻的数学问题模型，再依据建模效果，形成固定性的实践案例研究分析，

不断巩固应用能力的提升。 

4.4. 加强高等数学理论知识及建模知识答疑的力度 

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论知识还不够扎实，对于一些有难度甚至实际案例分析和应用

能力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就是打破以往课前进行浅尝辄止的答疑，必须在保证教学

内容充实完整的前提下，结合专业背景，增加答疑次数和学生自主学习答疑的时间，必须把精题、经典

案例讲透、讲活。并与课程前后内容紧密结合。例如，对物理专业，我们补充了交流电路中的电容器的

电流规律推导、晶体管放大倍数的确定、放大电路的管耗的输出功率的关系等方面的例题和习题；对计

算机专业，我们强化了定积分的近似计算、“线性代数”部分的例题和习题[4]。这样就大大密切了高等

数学与相关专业课程的关系，使学生明白高等数学对其所学专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

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改善和调整教学方法、方式等。 

4.5.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所教内容并不一定是学生喜欢甚至是学生所愿意主动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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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也要求着教师应着重把握学生内在学习机能，把学生看作教学上的主体，不能把内容过度看重，

把握好课堂这个主渠道和学生这个主群体。从教学要求和教学活动来看，培养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

能力，务必要注重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不能把课堂当作教师个人的舞台，尤其是交流互动方面，把

更多的启发性问题抛给学生，调动起学生的参与度，如果在课堂上未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的积极性，那么

应用能力的培养将是花拳绣腿，就会造成学用两张皮。所以，在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时，教师要遵循

学生自主参与原则，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教学，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独有魅力与应用价值，提高

学生数学应用能力[4]。 

4.6. 拓宽教师创新力及前瞻性思考力 

学生应用能力强不强、高不高，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与教师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师的理论

水平高、应用指导能力强、解决实际问题范围广，那么在指导学生由理论到实践的应用过程中才会有较

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学生面对高水平的教师，在心理上才会产生敬佩、崇拜之情，通过教师的潜移默

化的影响力来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创新力和关于世界科技前

沿、应用发展的洞察力以及关于教学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掌握最新的应用动态和教

学方式方法，教师的创新力才会有所提高，同样教师也应该坚持主动跟上，适应改变，吸收知识，要主

动走出去，与更多的大师名家交流合作，不断开拓新视野。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加强前瞻性的思考和长

远性的布局，尤其是对课程发展、教育发展、人才发展这样多层次发展的要求要主动布局、合理规划，

争取凝练总结出新鲜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经验。 

5. 结束语 

在我国各大院校高数教学活动中，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归根到底，主要受

到教师、教学手段以及对应用能力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现行阶段下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等方面还比较薄弱。在社会高度发展及人才培养要求背景下，作为高数教师必须充分分析总结在教学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和人才要去，必须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大力培养学生数学

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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