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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探索现行课堂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内涵，针对课堂教学平台、课堂教学方法、课堂教学资源、课

堂教学内容、学生成绩考核评价体系和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研究，形成具有提升大学生创

新能力特征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构建以教师观念引领与帮扶、学生主动学习为内涵的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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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rrent classroom teaching means and methods, 
we reform and research classroom teaching platform,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classroom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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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resources,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student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nd so on, and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eans and methods are form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undergraduate’ innovative ability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concept guidance and help and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is constructed.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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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培养与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许多专家、学者借鉴国外创新能力

培养经验，结合所属学科专业特点及国家、地方创新人才的需求，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手

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审视、改革、探索和实践，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较

好的成果。例如卢美芬等[1]探索了基于多引领、多学科、多导师、多课堂、多学院、多评价的“六融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真正落实个性化培养，形成教育合力，带动提升本

科人才培养质量。秦宣云等[2]对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的研究意义、内

容及实施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周永正[3]指出《高等数学》应重点实施精讲多练、采用灵活多样的启发

式教学和计算机辅助等课堂教学改革。邬毅等[4]通过中美高等数学课堂教学现状的比较分析，给出了高

等数学课堂教学的一些实践，如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实现课堂教学方法多元化、渗透背景知识、利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充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及时回顾与总结等。刘刚等[5]指出高等数学课堂教学要注重学

生参与问题解决的教学环境、注重数学思想的渗透、注重新教育思想和改革成果吸收体现、注重利用数

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蔡洁等[6]探讨了基于微信“雨课堂”的高等数学课程线上–线下教学改革与实践，

提供了更多师生沟通渠道和课后给予学生的学习帮助。肖红等[7]以《离散数学》课程教学为例，提炼出

了基于翻转课堂的“三精一中心多元化考核”的课程教学模式，即精心的知识结构设计、精心的学习资

源制作、精心的教学准备和以学生为中心。吕梅柏等[8]研究一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项目研究与课程

教学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提升本科生的学习兴趣、创新精神，还能够加强青年教

师培养，提高教师团队水平。张丹萍[9]给出了微助教的高等数学课堂互动平台，解决高等数学课堂教学

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王楠等[10]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探讨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如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应用数学的培养，数学文化的弘扬等。时彬彬等[11]将数学建模合理融入、改革

与创新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的微积分课堂教学。徐传胜等[12]从数学文化是一种哺育人类数学素养的温暖情

怀，数学文化是一种促进人类思想解放隐形力量，数学文化对改变周围的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等方面阐

述了数学文化的力量。刁科凤等[13]通过分析社会需求及毕业生就业趋势，对地方本科院校数学专业课程

体系、单门课程内容体系、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根据以上分析，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

新能力高校必须在教育观念、思想方法、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而高校课堂教学手段与方法的

改革是高校教育改革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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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传统的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内涵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

京师范大学李笋南教授等[14]给出传统的教学手段内涵主要是指为实现教学目标而运用的物质条件，包括

教材、教案，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等，现在教学手段的内涵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

目标而运用的各种教学要素的总和。并阐述了教学手段包括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与教学原则、教学内容

及一切组织与技术措施共同构成教学手段。山东中医药大学刘桂荣教授和米鹂教授[15]给出了教学方法与

教学手段的内涵及结构维度的一阶六因素结构。指出现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内涵已突破了传统的教

学手段、方法的局限，扩展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组织形式、教学途径、教学资源、教学模

式的一种范畴。 
传统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缺乏，创新动力不足。另外，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及要求与部属高校有所区别，地方高校相对部属高校录取分数线偏低。因此，

基于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不能完全照搬部属大学的模式，需要探索适应

地方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 

2.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手段与方法改革策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现行教学手段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运用的各种教

学要素的总和。已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手段、方法(包括教材、教案，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等等)的局限。因

此，围绕现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内涵，课题组通过对国内外有关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文献分析，

结合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典型案例与成功实践，围绕课堂教学平台、课堂教学方法、课堂教学资源、

课堂教学内容、学生成绩考核评价体系和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研究，形成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特

征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 
(1) 以搭建课堂教学平台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丰富课程教学手段与方法内涵，整合课内学习和课外创新实践活动，搭建以创新能力提升为主线的

课程教学平台。① 课题组依据多年从事高校数学类课程教学与实践的经验与收获，并结合国内外相关领

域的发展动向与研究成果。建设了《高等代数》《最优化方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athematica 基

础》《线性代数(理工类)》《高等数学》等的部分课程网站师生交互学习平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

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提升。② 课题组将课堂教学分为夯实基础，提

高能力，研究创新三个层次，贯通课程内外和教学全程，形成由基础→验证→设计→创新的课堂教学平

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③ 课题组编写和开发富有创新性、典型性、趣味性等特点的课程内容和电子资

源，为引导、帮助和拓展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搭建平台。④ 另外，课题组成员还组织、举办学术报告、

科研活动、学科竞赛；开设小组化的创新团队，形成多角度、多形式的培养平台。 
(2) 以改革课堂教学方法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通过教师的观念引领帮扶，实现导疑、导思、导创、导用的方法改革，形成了问题驱动、案例模型、

启发与示范，学生互动、讨论与研究等以教师全程帮扶为内涵的多元化课堂教学方法模式。① 应用模型

案例，让学生体验问题提出、模型建立、方法探索、工具求解、结果分析、模拟仿真等问题探索的全过

程，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如在《高等代数》课程线性子空间的教学中，老师创设了线性子

空间下面的几何场景。在空间直角坐标系的三维空间中，所有自原点引出的向量天添上零向量构成一个

三维线性空间R3。a) 问所有终点都在一个平面上的向量是否为子空间？b) 设有过原点的三条直线，这三

条直线上的全部向量分别成为三个子空间 1 2 3, ,L L L 问 1 2 1 2 3,L L L L L+ + + 能构成哪些类型的子空间，试全

部列举出来：c) 问不过原点直线上的全部向量能否构成子空间？④ 问就用该三维空间的例子来说明，

若U，V，X，Y是子空间，满足U + V = X，X⊃ Y，是否一定有Y Y U Y V= +∩ ∩ 。通过以上问题的解答，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19
javascript:;
javascript:;


孙洪春，刘靖国 
 

 

DOI: 10.12677/ae.2023.136519 3294 教育进展 
 

引导学生直观感受子空间的结构特征，高视觉感受中学数学中直线及其位置关系与子空间及其交、和的

关系，使学生对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和浓厚兴趣，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寻找问题的内在联系，掌握课程的

精华所在，充分彰显“数”、“形”的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和谐统一，切身体验和感受高等代数的乐

趣。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归纳、探求问题解决的方法，学生更多体验由中学点到直线的距

离联想探讨点到子空间距离的创新意识、创新技能等。② 转化教学、科研成果，以问题驱动的方式设置

学生科研项目，推行真题真做的实践活动。 
(3) 以建设课堂教学资源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课题组建设了理论教学“点资源”、应用教学“线资源”、共享课程“网络面资源”的教学资源体

系，实现了理论学习与应用实践的点点对接，扩大资源空间。学生充分利用共享课程资源开展翻转课堂

学习，拓展网络资源，实施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满足了多元化学生发展的需求。同时开展分类分层

教学的教学模式，开展从认知到体验再到探究的递进式教学模式。另外，以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

创新实践活动为牵引，吸引教师参与创新培养，汇聚优质师资资源。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

资源平台建设，充分借鉴2020年上半年疫情以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资源建设的有益的探索，

充分利用互联网环境优化教学资源，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提供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体系。在点资源上提

供学生充分的课程知识学习资源，包括教学大纲、命题方案、电子教案、训练题目、历年考题、考研题

目、深度学习资源等内容；在应用教学线资源上，针对不同专业学生提供典型教学应用案例，如对工程

专业学生提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工程的灵敏度估算、可靠信度、安全度等方面的教学案例；经济学专

业则提供最优决策、保险等方面的应用案例；在网络面资源上，则充分利用学校购买的平台资源，提供

如雨课堂、智慧树、超星等海量平台课程资源，通过手机App共享给学生参考学习。 

(4) 以“数学思想强化，系列问题引入、学术背景渗透、模型案例构建、软件应用平台搭建”的课

程内容体系改革为契机，培养学生数学创新能力。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课题组以专题形式讨论和构建系列案例模型的手段，构建认知→体验→探索的

课程教学内容，凸显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① 通过若干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学术论文及其在实际中的应

用案例的分析，充分展现所学课程知识的有用性。② 让学生运用所学的课程知识诠释和解析学术论文中

的知识点，进而形成新的创新点。试图通过此教学形式将所学知识的理论体系梳理清楚，形成较为完整

且牢固的理论网络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和和综合创新能力。 

在《高等代数》课程教学与实践中，利用几何直观形象特点，极大地丰富高等代数相关知识的几何

背景和几何解释，使学生更直观地接受高等代数的一些重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对《高等代数》课程

中的某章节知识点，构建一系列案例，使尽可能多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思想方法和实际应用蕴含于

案例之中。让学生通过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讨论，掌握所学知识体系和形成正确的科学观。而且在

一个单元之后，通过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可建立较为牢固的新旧知识间联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知识重构。选取能够反映《高等代数》课程的核心思想、有代表性的若干问题来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通

过归纳与总结，进一步构建数学模型，基于 MATLAB 等算法软件，求解数学模型。这定能全面开阔学

生的学习视野，点燃创新思维的火花。通过对若干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高等代数方面的学术论文及其在

实际中的应用案例的专题讨论，展现所学《高等代数》课程知识的有用性。同时让学生运用所学的《高

等代数》课程知识诠释和解析学术论文中的知识点，进而形成新的创新点。 

(5) 构建基本培养与个性化培养融合的课程教学手段与方法模式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实施面向全体学生、整个过程的基本培养与因人而异、因材施学的个性化培养相融合的措施，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如① 组织实施因材而异的课堂内外各层次学习训练平台；开设不同方向的创新实践小

组，建立多个创新团队，形成多位一体的培养平台；构建“因材施学”的课程教学方法，拓展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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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与方法的个性化内涵，个性化的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② 根据学生所学的知识和能力，提出适

合学生研究的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③ 课程内容和要求设置有层次，在掌握必要基础的前提下，

设置多样、灵活、有选择的课程内容和要求，鼓励优等生和特长生脱颖而出，给学生充分发展空间，促

进学生个性发展和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如在《最优化方法》课程教学中，平时的作业和测试设置不同

类的问题(如理论证明题、Matlab 算法实现题等)供学生根据个人爱好有选择的解答。例如学生学习了矩

阵对角化的相关知识后，个别同学将运用矩阵对角化的思想给出求解数列通项公式的方法。求形如 

2 1n n na a aα β+ += + 的数列通项公式。构造等式 2 1

1 1 0
n n

n n

a a
a a

α β+ +

+

    
=    
    

，令 1 ,
1 0

n
n

n

a
P A

a
α β+   

= =   
  

，

( ) 2detF A Iλ λ λ αλ β= − = − − 。 

若 0∆ ≠ ，则 2 0λ αλ β− − = 无重根，不妨设为 1 2λ λ≠ ，矩阵 A 可对角化，存在可逆矩阵 T，使得

( )1
1 2,diag λ λ−=A T T ，进一步有 ( )1 1 1 1

1 1 2 1,n n n
nP P diag Pλ λ− − − −= =A T T ，进而容易求的该数列的通项公式。教师应

正确点拨引导上面的方法是否可推广到更一般的递推数列求通项方面，若可以，怎么推广，让学生探究。

这是高视觉、多角度审视中学数学问题的例子。 

(6) 以改革学生成绩教学评价方法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学生成绩教学评价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① 学生成

绩教学评价改革实现以下二个转变：从过去只注重最终学习结果向注重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学习

方法、学习目标的学习过程的转变；从注重单一期末成绩向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效果、综合能力的转变。

② 学生成绩教学评价改革模式：改革传统教学评价方法，实施“N + 1 + 1”综合考核，N 是学生平时学

习过程的综合考核，1 分别为期中、期末考试，三者按照适当的权重计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③ 评价效

果：这种评价既能较好地掌握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情况，又能更好地激励学生自主求知。

这种评价贯穿在课程教与学的全过程，实现考核形式多样化、考核时间全程化、考核内容科学化。这种

评价既能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7) 以教师观念引领和学生主动学习为内涵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为契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通过创新问题情景、剖析典型案例，教师引导学生质疑，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能力。例如相似的矩阵有相同的特征多项式，从而有相同的特征根。由于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是

紧密联系的，自然会有下面的想法：相似的矩阵有相同的特征根，并且也有相同的特征向量。通过论证

发现这个想法不正确。教师引导学生探究：虽然相似矩阵的特征向量不同，但它们间存在的关系是怎样

的？大家知道：齐次线性方程组永远是有解的。且当其系数矩阵的秩小于未知量的个数时，必有基础解

系．教师引导学生探究：现在已知基础解系，如何求齐次方程组？进一步，若已知非齐次方程组导出组

的基础解系和一个特解，求该非齐次方程组？ 

例已知四元线性方程组 Ax b= 的特解 ( )1,2,0,0γ = ，相应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为

( )1 1, 1,1,0 Tη = − ， ( )2 1,1,0,1 Tη = ，求这个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通过学生探究得到这类问题的结论：以已知的基础解系为行向量作矩阵B，再求出 0Bx = 的基础解

系，以这个基础解系为行向量作矩阵，这个矩阵就是所求的线性方程组的系数矩阵A。然后再依据已知的

特解即可求出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常数项。 

(8) 数学课堂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 

课题组将课程思政与数学课堂教学相融合，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和价值的引领，更好地培养大学

生创新意识。课题组成员利用课堂育人这个主渠道，因势利导，在知识讲授中融入课程思政、在问题导

向中融入课程思政、在案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在实践指导中融入课程思政等。例如：在《高等代数》

课程教学中，通过对比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和秩与线性空间的基与维数，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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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变质不变的辩证思维．再如，早在我国东汉初年成书的《九章算术》中记载有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

法，书中第八章“方程”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其计算中的偏乘、

直除类似于今天初等变换的倍法和消法变换。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西方，直

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法则。从数学史上来看，中国人使用矩阵及其初等

变换的历史要早于其他国家一千五百多年，这是中国的骄傲。但是行列式及矩阵的概念却没有产生在中

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段历史可以让学生感知数学家们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通

过了解我国当代数学家们的卓越成就，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

先辈们的突出成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石，我们可以在科技创新中继续努力，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给后辈

们留有遗憾。 

3. 小结 

综上所述，针对地方本科院校学生数量大而培养条件相对不足的现状，系统建设了面向全体学生创

新能力基本培养和个性化培养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结合的创新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尤其

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凝练出体现课程“灵魂”思想的典型案例、模型，构建覆盖该课程知识体系的案例模

型，形成案例模型教学模式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在教师观念引领帮扶的基础上，形成以学生自主学

习为内涵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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