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0), 3920-3924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98  

文章引用: 朱应丽. 数字化背景下高职数学实现有效课堂教学的路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2, 12(10): 3920-3924.  
DOI: 10.12677/ae.2022.1210598 

 
 

数字化背景下高职数学实现有效课堂教学的 
路径研究 

朱应丽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泰安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10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17日 

 
 

 
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同等重要，它们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研究型人才，更需要专门技术型人才，因而近几年，职业教育在政府政策大力推广

支持下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各国纷纷发布了数字化层次的

教育战略，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数字化是未来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有效

课堂教学是教师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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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e are more and more aware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s im-
portant a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Our society 
needs not only research-oriented talents, but also specialized technical talents. Therefore, 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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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 years,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many countries have issued digital level education strategies. We must realize that 
education digit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futur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t is a problem 
teachers need to face how to realize effective classroom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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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世界各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为契机，纷纷发布教育数字化战略，美国、德

国等发达国家早已抢占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先机，将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开

发利用等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行动领域。 
随着中美高科技博弈加剧，“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施展，对我国职业教育提

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更高诉求。2015、2020 年，先后两次发布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对信息化

基础设施做出规范；教育部职成司在 2022 年 3 月发布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明

确指出要“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这意味着国家对数字化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2022
年，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为学生、教师、社会公共提供职业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同时为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职业教育多维度数据挖掘和分析服务。 
在此背景下，如何结合数字化平台进行课程设置、完善培养模式，将学生培养成为满足社会市场需

求的技能型人才，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性等诸多问题需要每个高职院校不断去

探索完善。 

2. 现状 

随着高职教育不断发展，政府提出高职院校扩招政策，并且招生方法逐步完善，为社会不断挖掘技

术型人才，其中包含除应届毕业生之外的社会群体，这为一些成绩薄弱的学生和需要提高学历的社会人

士提供了一条通往高校的捷径，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可能性。但是在诸多扩招优势背

后，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面临的是教学上的巨大挑战。数学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很多理工类、经济类

专业都有数学课程的设置，也同样面临着教学上的诸多问题。 
对于学生来讲，首先，数学课程与中学基础联系紧密，而高职学生大部分基础较薄弱，这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传统的课程体系忽视了专业对数学需求的差异性，导致数学教学与

专业培养脱节；此外，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重知识理论与计算，忽视数学素养的提升和创新实践能力的

培养，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大多是被动学习，学习兴趣较低；另外高职院校生源越来越复杂多样化，

不同的数学基础前提下，如何实现学生的个体化发展也是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师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数学课程理论知识性较强，大部分教师仍然依靠传统教学方式教

学，但是社会在进步，教学方式也在不断变革，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随着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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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教师也需要适应数字化时代，提升数字化素养，培养数字化教学能力，这对很多缺乏信息

技术手段的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 

3. 有效课堂的标准 

“有效教学的评价标准是学生的有效学习，其核心是学生的进步和发展。”学生是否能够从课堂中

获得知识，是否能够从课堂中获得学习的满足感，教学过程是否能够激起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都可以

作为课堂是否有效的标准。 
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存在差异性，知识面层次低、学习积极性较低的学生更加需要有效、

熟练的教学模式与手段，有效教学应该能够使不同层次的学生从课堂中获得不同程度的知识。 
有效学习尤为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元认知与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对自身学习反

馈或者教师测验反馈来调整学习方法、学习进度等，从而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通过这种学习—反

馈—改进—进一步学习的循环过程，学生获得学习的进步与满足感。 
有效教学中，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应该具备学习主动性，这需要教师的不断引导，在教学中教师可

以通过多样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数字化教学技术的日益常态化，为有效教学的实现提供了更

多便利，图片、视频化的教学资料对学生的冲击较文字性语言更强，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其自主学习能力。除此之外，在课中、课后以及课程结束时采取更加多维的评价方式，利用清华在线、

超星等数字化平台能够分享资源，整合、分析数据，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实时监控以便教师实施调整教学

进度与策略等。 

4. 促进建立有效课堂的路径 

4.1.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效率。”课堂

中营造和谐平衡舒适的环境，使师生处于相互尊重、友好合作互动的状态是较为理想的。要想达到这种

状态，需要教师采取主动策略。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求概括为五个层次，较高的层次就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教

师可以做到的就是满足学生的尊重需求，这需要体现在课堂中的每一环节。首先在教学中要注意语言表

达，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也是心灵的外壳。言为心声，爱学生、尊重学生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尽可

能表达对学生的欣赏而不是批评，如果发现学生的想法与教师预设方案有偏离或冲突，教师应该给学生

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机会与舞台；要经常对学习不自信的学生给予鼓励和信心，让学生产生学

习原动力。其次，教学中通过良好的动作仪态表现也可以促进师生关系的构建。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教

师对学生会心地微笑、亲切的点头、关爱的抚摸、赞赏的眼神同样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与

尊重。 

4.2. 融合专业知识素养 

目前大学数学教学效果之所以难尽人意，很大原因在于数学知识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专业能力发

展之间关联度较低，传统的大学数学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模式、教学理念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应

用需求，因此，探索大学数学课程体系的重构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在实现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根据各专业的专业知识对大学数学知识与能

力的要求，实现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互融互通。可以将传统的数学基础知识教学增加专业应用、拓展

超越部分，在专业应用部分增设与专业实际问题相关的实例，在拓展超越部分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98


朱应丽 
 

 

DOI: 10.12677/ae.2022.1210598 3923 教育进展 
 

对于理工科专业更具实用性的知识，通过调整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适应学生专业能力发展要求，形成

以学为中心，以应用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这种数学知识与专业能力互融互通的模式，能使学生感受到学

科知识交叉的魅力，增强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1]。 

4.3. 使用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 

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改革传统教

学方式，尝试新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方式出现多样化趋势，像 OBE、项目化教学、翻转课堂等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多样化的背后，出现浮躁、盲从和形式化趋向，学生内在的情感和思维并没有被激

活。在真实教学中，经常出现有活动却没体验的现象，活动经常流于表面、形式主义、缺乏目的性，那

活动的价值也就消失殆尽。教学的目的除了传授知识，还应当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只有思维开散了、

活跃了，才能使学生真正体验到学习知识的过程和乐趣。 
这里提倡在讲授中“精讲留白”，知识需要讲但不要讲地过于细致和透彻，留一些内容让学生探究

思考，学生通过思考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这时再通过团队讨论或教师答疑解决问题。讲授是解决共性问

题，而讨论和答疑则是解决个性化问题。当前教师应该做的是如何在教学中设置问题和活动，并且努力

提高对活动地指导水平，将对活动形式地重视与对活动质量的重视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活动过程与

活动结果的关系，使活动更有效、更有体验性。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利用各种数字化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不再限制于课堂，他们

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平台中获得知识的拓展延伸，有利于学生全面、多方向、多方位的发展。 

4.4. 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 

传统的评价方式通常只在意卷面成绩体现，过于单一和片面化地关注知识技能的学习，只依据学生

成绩评判，缺乏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考核，忽略个体差异，忽视了学生个性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合理的

评价体系应该贯穿于教学始终，除了总结性评价，更需要重视形成性评价。我们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多样评价，有助于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和动态，帮助学生调控自己的学习方式，使学生获得学习成就感。

形成性评价可以是多样化的，比如自我评价，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其中同伴互评有助于培养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学习焦虑感，增强其纠错能力，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2]。 
形成性评价需要分阶段，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根据学习过程和效果确立新的目标，目标是实现知

识技能的内化，强调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关注个体发展差异，教学过程应该让学习者参与目标

或子目标的提出或确立，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接受反馈而不是教学过程之后，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

态度、合作能力、信息素养等，对学习过程跟踪、检测、反馈和指导，从中发现问题，及时对学生学习

态度提出建议。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效果进行评测，但是能力具有不可测性，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能力转化可量性内容，比如转化为各种活动。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评价体系多元

化也具有可行性，在各种教学平台或数据平台中有活动数据作为依托，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对评价数据的

统计和处理。我们可以依托线上平台和软件工具，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与学

行为分析，学习成果通过技术化、信息化等多种评价机制进行个性化评价[3]。 

5. 结语 

有效教学应该为学生学习创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习对学生来说变得重要，并且需要付出

足够的努力才能实现。教师的行为会影响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以及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毅力，其

中数字化教学可以有效辅助教师的教学。一名好的教师，不仅需要良好的道德修养，还需要优秀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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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提高数字化素养，转换数字化思维，才能培养适应未来高端

产业的数字化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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