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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目前我国国内数学基础课程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然后分析其原因，提出PBL教学模式

来进行改革。本文通过认识PBL教学模式的基本运行模式，了解PBL教学模式的丰富内涵，然后归纳总

结PBL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且把这一模式应用到作者所在单位的数学基础课程教学中，最后以

《概率统计学》这门具体课程为例，详细说明PBL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本文期望PBL教学模式能进一

步进行推广，使其应用到更多的课程教学中，使其能够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传统教学模式表现出的一些

弊端有所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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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mathematics ba-
sic course in China,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the PBL teaching mode to carry on 
the reform.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PBL teaching pattern basic movement pattern, 
understands the PBL teaching pattern rich connotation, then summarizes the PBL teaching pat-
tern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of the mathematics 
basic course in the author’s unit. Finally, taking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s an ex-
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BL teaching model is explained in detail. This paper ex-
pects that the PBL teaching model can be further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to more courses, which 
can enlighten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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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数学基础课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中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与

计算机科学和大数据理论相互支撑，同时也是学习离散数学、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人工智能等专业课程

的基础。在重庆科技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中，除去汉语言文学、社会学、艺术设计等少数专业，非数学

专业的所有学院的本科专业均将数学基础课设置为公共或专业必修课。数学基础课教学质量的优劣，直

接关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关乎多个院系的长远发展。重庆科技学院近年来致力于培养高水平

应用型人才，将学生的认知、合作、创新和职业能力等四项关键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之一，而数学基

础课在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不断探究新的教学思路，提升数学基础课教

学质量意义重大。在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数学基础课的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教师应继续进行教学改革、改进和实践。 

2. 国内数学基础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国内数学基础课教学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即“教师课堂讲授知识点→学生课后完成练习题→教师

依据考试评分”的固定模式。教学内容安排上，以基础性知识为主，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应用型知识

较少。这种教学模式虽能确保教学过程较为顺利地进行，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点及计算技能，但也存

在诸多问题：1) 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教学过程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的主导是教

师，学生处于被动吸收的状态，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2) 按“标

准教程”完成教学，学生只听不动脑。原先的教学计划未能考察新的学情，也未能结合专业的特点，全

部使用统一的教学方案，导致学生被动接收，缺乏思考；3) 学生对课程缺乏正确认识，对知识的掌握不

牢固。并未做好课程的先导介绍，并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数学历史的相关介入，导致学生对数学基础课

没有全面的认识，影响后续的学习；4) 相关数学知识应用的项目少，学生的综合能力难以有效提升；5)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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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时重结果轻过程，难以对学生做出全面、客观、真实的评价。数学基础课的考核大都采用平时成绩(占
20%或 30%，包括作业、课堂出勤、课堂提问)、期末考试(占 80%或 70%，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掌握情况，包括基本概念和简单计算，以及对知识的应用等)方式综合评定。这种单一的考试模式不利于

端正学生学习数学基础课的态度，难以培养自学能力，达不到为终身学习打下夯实基础的目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各大院校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教改措施。教学模式方面，在数学基础课教学中引

入了混合式教学模式[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2]、参与式教学模式[3]、和情境式教学模式[4]等。综合教改

方面，提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材、考核方案的更新[5]。虽取得部分成效，但这些教学模式都有自

身的局限性，往往只能有效地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3. PBL 教学模式的引入 

在传统的数学基础课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引入 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模式是教学改革的一个新

思路。数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PBL 模式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探索

PBL 模式对数学基础课教学策略的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PBL 教学法由美国的神经病学 Barrows 教授于

1969 年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并于 80 年代后期在北美广泛应用，90 年代传入欧洲，在各高

校快速传播。截止今日，经过四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PBL 教学模式在全球很多国家的教育机构进行了广

泛的应用，探究出了极具特色的“以问题为导向、由项目来组织”的教学模式，即 PBL 教学模式[6]。该模

式下培养的毕业生具有实践能力强、综合应用能力突出、职业化水平高等优势，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7]。 
所谓 PBL 教学模式其实就是指把问题作为学习的起点，学习活动围绕问题而展开，通过问题的解决

过程，让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解决问题和发展思维能力。

这个问题并不是普通问题，而是赋予了它更重要的地位和意义。PBL 强调的问题是复杂的、真实的、有

意义的，这就是说首先所提出的问题要与实际生活相关，让学生感觉解决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

联系，所解决的问题就是身边的问题。这就更能激发学生深入思考、探索知识的动力和兴趣；其次，问

题必须涵盖课程的教学目标，并能与学生所学知识、各种概念和原理有机联系起来，让学生能够根据自

己已有的知识去习得、掌握新的基本概念和科学知识；最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现成信息不足以解

决，也不是稍加推理就能达成目的，而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分析问题、查询资料、收集信息，从而进行思

考探究，去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4. PBL 教学模式在数学基础课中实施方案 

所谓 PBL 教学模式其实就是指把问题作为学习的起点，学习活动围绕问题而展开，通过问题的解决

过程，让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解决问题和发展思维能力。

这个问题并不是普通问题，而是赋予了它更重要的地位和意义。PBL 强调的问题是复杂的、真实的、有

意义的，这就是说首先所提出的问题要与实际生活相关，让学生感觉解决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

联系，所解决的问题就是身边的问题。这就更能激发学生深入思考、探索知识的动力和兴趣；其次，问

题必须涵盖课程的教学目标，并能与学生所学知识、各种概念和原理有机联系起来，让学生能够根据自

己已有的知识去习得、掌握新的基本概念和科学知识；最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现成信息不足以解

决，也不是稍加推理就能达成目的，而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分析问题、查询资料、收集信息，从而进行思

考探究，去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4.1. 剖析数学基础课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大数据专业是重庆科技学院近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和工程学相结合的工科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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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培养从事大数据处理、分析、预测、可视化及技术应用开发等工作，

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此，在数学基础课教学中，除了讲授常规的数学理论

和方法之外，还应体现“大数据”和“工科”，同时加强对学生素质和专业知识、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培养。然而，由于办学时间短，新专业建设任务繁重等多种原因，我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在

数学基础课教学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为了对我校大数据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做深入地了解，利用调查问卷，设计《大数据

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情况调查表》。该问卷分为学生版和教师版，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进行设计，

旨在收集师生双方对数学基础课教学的认知、看法、现实需求、满意度和改进建议等。问卷设计完成后，

通过企业微信的方式进行发布。发布对象为 2019 级、2020 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在校生，以

及近 2 年从事数学基础课教学的教师。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理清该门课程教学

质量较低的症结所在。 

4.2. 分析奥尔堡 PBL 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 

奥尔堡 PBL 模式的主要特色在于问题导向下的项目式教学。首先，由学生自主或者在教师的引导下

提出现实问题。然后，学生按个人兴趣自由组建 3~6 人的 PBL 学习小组，每小组分配 1~2 名指导老师。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文献阅读、小组学习、实验实践等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完成知识的建

构与能力的培养。最后，学生以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等方式，展示各小组的学习成果。指导老师结合各

小组及各成员在整个项目实施流程中的具体表现，对项目做出评价和反馈，并对项目成员给出考核成绩，

此类成绩将作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为了顺利地解决问题和完成项目，学生必须将其他课程所学理论和

技巧应用到项目中来。 
基于上述特点，可见奥尔堡 PBL 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增强学生综合能力如团队协作能力，真实地考核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4.3. 制定基于奥尔堡 PBL 模式的数学基础课教学改革方案 

针对①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问题，结合大数据专业特点，参照奥尔堡 PBL 模式，从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数学基础课教学改革方案。在教学内容优化上，应重点突出“大数据”和“工

科”，如在项目内容选择上，偏向于应用型的数据分析，比如大数据应用平台的搭建与部署、大数据存

储设计、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可视化工具的使用等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教学方式和考

核方式上，应体现奥尔堡 PBL 模式的主要特色。 

4.4. 实施教改方案 

按照既定的教改方案，实施教学过程。 

4.5. 教改效果评价与反思 

教学过程实施完毕后，反思以下关键问题：通过改变教学模式后，学生对数学基础课的学习兴趣是

否提升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是否更加牢固了？学生在学习数学基础课的同时，是否培养了认知、合

作、创新和职业能力？是否对学生做出了更加全面的评价，做到了“以考促学”？教学中存在的其他问

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 
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和随机访谈等方式获取。例如，利用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对

新模式下数学基础课教学的满意度、评价及改进建议等。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进行访谈，以获取更为详尽

的反馈信息。任课教师从自身角度着眼，结合上述问题对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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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一次完整的教改流程后，结合⑤中提出的不足，再次开展①和②，然后修订③，完成④~⑤。

如此往复，持续改进新的教学方案，不断提升数学基础课教学质量。 

5. 以具体课程为例说明 PBL 教学模式 

这里我们针对重庆科技学院大数据专业开设的数学基础课《概率统计学》为例，说明如何进行 PBL
教学模式改革。首先，把授课学时 48，可以分为线上学习 12 学时，线下学习 36 学时，引导学生在网上

寻找各种教学视频，预先学习课程基础知识，为线下学习的互动打下基础。平时布置作业也可以分为线

上提问和线下作业两部分，可以为大数据专业学生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起到一定的锻炼作用。然后，针对

大数据专业学生的学科背景，可以结合国家统计局各种数据，用来做统计分析案例，提高了学生学习积

极性，也进一步的加深了各种统计数据的直观理解。接着，本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交流，提出本专业的跟

统计学相关的若干课题，作为上课探讨和交流的素材，进一步打破了专业和基础课的隔阂，做到融会贯

通。最后，在课程考核的时候，可以分为笔试和团队两部分进行，笔试还是传统的考核方法，团队协作，

可以把班级分为 3 人到 5 人若干个小组的形式进行项目考核，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也提高了学生

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 总结 

PBL 教学模式在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

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特殊性，并不能完全按照 PBL 教学模式来实施数学的教学，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PBL 教模式在数学类课程的应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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