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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微课作为其中一种新的教学

方式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高等数学的理论体系完整，适合应用微课教学，本文提出了公共基础课《高等

数学A》教学中实施微课教学的必要性，结合以定积分的概念为教学内容，探究如何将微课引入《高等数学

A》教学中，进而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也能使我校学生获得学习满足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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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en un-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one of the new teaching methods, micro 
courses is loved by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dvanced ma-
thematics is complete, suitable for applied micro course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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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asic course “Advanced mathematics A” teaching implement the necessity of micro cours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l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explore how to introduce 
micro course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A teaching, which can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
ing abilit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lso can make our students get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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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古老而经典的学科，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

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其概念、定理、性质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点、方法，能够锻炼学生的理性

思维和创新意识。我校《高等数学 A》是面向理工科类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使用教材

是同济第七版[1]，分为上下两册，两学期完成教学计划任务，其目的促使我校学生不仅丰富知识，增强

认识能力，也能获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 微课教学的必要性 

《高等数学 A》作为公共基础课程，结合我校合班授课，教学的课堂人数一般在八十到一百五十人

之间，致使学生形式化听课、教师填鸭式教学的局面。再者，互联网时代，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网络信

息纷繁复杂，学生上课时不自觉就会被其吸引，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要很好地把控课堂也会变得非常困

难。因此，高校教师如何进行高效地教育教学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随着完全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行，对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课时做了调整，《高等数学》课程也

不例外，学时有所减少；再者，高等数学是理工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门专业工具课程。

在这样形势下，如何把教学基本任务达标、保证教学质量不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衰退、教学效率

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很多高校数学教师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微课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以短小精炼碎片化处理的形式呈现一个个知识点，将抽

象的概念形象化、碎片化、直观化、生活化[2] [3] [4] [5]，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变得容易。由于它获取方式

的便捷性，因此学生在教室学习一遍之后，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反复观看视频来进行学习，此外，

碎片化的微课时间短，学生的注意力能够短时集中，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数学素

养。同时，高校教师应做好准备，抓住机遇，主动探究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有效组织课堂教学，提高学

生的高等数学知识储备，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下面，就以高等数学中定积分的概念教学设计

为例，谈一下笔者如何在《高等数学 A》教学中引入微课，提升学生的自觉主动学习的能力，进而提高

教学效果，也能使我校学生获得学习满足感和成就感。 

3. 定积分概念的教学设计 

由上述章节提出了公共基础课《高等数学 A》教学中实施微课教学的必要性，结合我校高数授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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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将定积分的概念在教学思想与教学设计思路、教学背景、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方案设计，如下表 1。 
 

Table 1. Design of concept teaching process of definite integral 
表 1. 定积分的概念教学过程设计 

微课标题 定积分的概念 所属课程 高等数学 A 

所属专业 非数学类理工科 适用对象 大一学生 

所属学校 信息工程学院 授课教师 梁志鹏 

教学思想与教学 
设计思路 

微积分学不只是一种数学语言，还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推理系统，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们发

现，当把复杂问题切分和重组后，变得更容易解决。基于此，整体教学设计思路是问题切分，

然后问题重组。 

教学背景 
微积分思想是整个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重要的基本思想之一，基于理解并掌握微分(即问题切

分)的思想步骤后，在此基础上学习问题如何重组，并对于学习后续积分学内容起到承前启后

的作用，尤其对下册教材中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的学习有所启发。 

教学目标 

(一) 知识目标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 

(二) 能力目标 
通过实际问题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和感受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概念的思想过程，提高学生

观察、分析、推理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把数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解决实

际问题中去。 
(三) 素质目标 

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体会数学的发现、发展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数学思想方法，

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教育学生要有科学探索、勇于钻研奋进的精神；培养学生的数学情感、

端正学习态度和树立正确的数学价值观；树立正确人生导向，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树立

远大的理想，未来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学重、难点 重难点是理解定积分的概念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时间分配 

新课 
引例 1 

几何背景：曲边梯形 
的面积 

讲授法 幻灯片演示、微视频 
播放 5 分钟 

新课 
引例 2 

物理背景：变速直线 
运动的路程 

讲授+启发 幻灯片演示、微视频 
播放 3 分钟 

新课 定积分的概念 讲授法 总结归纳 4 分钟 

新课 
例利用定积分定义 

计算
1 2

0
dI x x= ∫  自主学习 

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

探索、实践等方法实 
现学习目标。 

3 分钟 

新课 实际问题的应用 合作学习 

实际问题分析、抽象 
出数学问题，以数学 
思想加以理解，寻求 

解决方法 

5 分钟 

新课 小结 讲授法 内容要点归纳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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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课教学过程设计详案 

积分的概念是同济第七版高等数学(上册)教材的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1]。首先，将知识结构碎片化

后，定积分的概念教学过程设计见表 1，详细地教学过程分步骤设计如下： 
步骤 1 教学过程是通过两个具有几何、物理背景引例展开，从而引出定积分的概念，两个引例如下： 
1) 几何背景：曲边梯形的面积 
设函数 ( )y f x= 在区间 [ ],a b 上非负、连续。由直线 x a= 、 x b= 、 0y = 及曲线 ( )y f x= 所围成的

图形称为曲边梯形，其中曲线弧称为曲边。求次曲边梯形的面积。 
2) 物理背景：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 
设某物体做直线运动，已知速度 ( )v v t= 是时间间隔 [ ]1 2,T T 上 t 的连续函数，且 ( ) 0v t ≥ ，计算在这

段时间内物体所经过的路程 s。 
步骤 2 通过对两个引例的剖析，引导学生把握数学上的两个重要思想：第一，以直代曲，以匀速代

替变速；第二，极限的思想。这部分内容的设计主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方法，掌握问题求解的思路。 
步骤 3 培养学生善于归纳总结，发现两个引例中所表现出的共性特点：第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

相同：都是“大化小，常代变，近似和，取极限”；第二，所求量极限结构式相同：都是特殊乘积和式

的极限。从而，抛开引例问题的具体意义，保留在数量关系上的共同本质与特性，根据两个共性特点，

理解定积分的定义，研究定积分的本质，从而抽象概括出如下定积分的概念： 
定义[1] 设函数 ( )f x 在区间 [ ],a b 上有界，在 [ ],a b 中任意插入 1n − 个分点，把区间 [ ],a b 大化小分

成 n 个小区间 [ ] [ ] [ ] [ ]0 1 1 2 2 3 1, , , , , , , ,n nx x x x x x x x−� ，在每个小区间 [ ]1,i ix x− 上任取一点 iξ ，作常代变求函数值 

( )if ξ ，各个小区间的长度记为 1i i ix x x −∆ = − ，作近似和 ( )
1

n

i i
i

S f xξ
=

≈ ∆∑ ，记 { }1 2max , , , nx x xλ = ∆ ∆ ∆� ，当

0λ → 时，若近似和的极限存在，且与闭区间 [ ],a b 的分法和点 iξ 的取法无关，则取极限 ( )
0 1

lim
n

i i
i

f x I
λ

ξ
→ =

∆ =∑

(此为特殊乘积和的极限)，此极限值 I 称为函数 ( )f x 在区间 [ ],a b 上的定积分，记作 ( )db

a
I f x x= ∫ ，即

( ) ( )
0 1

d lim
nb

i ia
i

f x x I f x
λ

ξ
→ =

= = ∆∑∫ 。 

注：1) 定积分的值只与被积函数和积分区间有关。 
2) 积分与区间的分法以及点 iξ 的取法无关。 
步骤 4 举例说明。例利用定积分定义计算

1 2
0

dI x x= ∫ 。 
解析：被积函数 ( ) 2f x x= 在区间 [ ]0,1 上是连续的，所以是可积函数。为了便于计算，分以下四个步

骤： 

第一步“大化小”：把区间 [ ]0,1 分成 n 等份，分点取为 i
ix
n

= ，每个小区间 [ ]1,i ix x− 的长度 

1
1

i i ix x x
n−∆ = − = ，取点为 i ixξ = ； 

第二步“常代变”：作函数值 ( ) ( )
2

2
i i i

if f x x
n

ξ  = = =  
 

； 

第三步“近似和”： ( )
2

2

1 1 1

1 1 1 1 11 2
6

n n n

i i i
i i i

iS f x x
n n n n n

ξ
= = =

    ≈ ∆ = ⋅ = ⋅ = + +    
    

∑ ∑ ∑ ； 

第四步“取极限”：
1 2
0

1 1 1 1d lim lim 1 2
6 3n n

I x x S
n n→∞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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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 重述定积分的定义； 
2) 注意其中的两个“任意”； 
3) 涉及对连续变量的累积，一般采用“分割，近似求和，无限累加”的方法进行归结到求定积分。 
步骤 5 高等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抽象概况高于生活，数学的发展离不开生活的支持，而数学在生产生

活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将一根洗净的黄瓜(近似看作是笔直的)水平放置在菜板上，如何计算出这个不

规则黄瓜的体积呢？学过高等数学定积分应用的同学能够想到可以利用平行截面面积已知的几何体体积

公式去求解，而体积公式正是利用定积分来计算，其中思想方法是将黄瓜切成薄片，视薄片为一个圆柱

体，这个薄片的体积就是截面面积乘以薄片厚度，举一反三，将黄瓜切成若干薄片，每片薄片的体积累

加即为黄瓜的近似体积，且黄瓜越薄，体积值越精确，若无限细分再无限累加即为黄瓜的精确体积值。 
步骤 6 制作微课视频。依据碎片化的知识结构脉络，制作开发引例展示、引例剖析、给出定义、举

例说明、用于生活趣问题等微课视频。将制作好的视频，教师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文件传送的方式发放给

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 
步骤 7 教学效果及反思。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对于定积分的概念理解的较好，能够掌握定积分是一

种特殊成绩和的极限形式，并且能将定积分定义与其几何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对

于利用定义来考虑特殊极限问题时，有些同学无从下手，这些都是需要在课堂中(特别是在习题课和课后

作业讲解中)加强的。通过建模的方式给出例子，引入定积分的概念，并且在几何上给出它的意义，在这

个教学过程中，能够引导学生提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利用班级 qq 讨论群收集学生对本节课的意见反

馈和评价以及通过批改作业所反馈出的问题，进一步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5. 结束语 

利用新型的教学方式——微课教学，在学习数学的基础概念的过程中，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极大地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利用碎片化了的每个时间段，将一个个知识点碎片化处理，必将有效地提高教

学质量，进而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具体的事物进行加工、分析、提炼数学问题，提高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

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形成数学的应用意识，提高数学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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