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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是合作办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文章分析了工程数学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围绕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立德树人，创新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相长，开展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引进优质的教学资源，建设立体多元化教材；加强实践教学，

鼓励学生参加竞赛；注重过程考核，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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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engineering ma-
thematic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focusing on the orientation of running a school, the goal of tal-
ent training,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establish-
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take students as the 
center, teach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carry out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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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duce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and build three-dimensional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strengthe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pay attention to process assessment,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broaden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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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创办至今已达 2000 多个，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办学形式

之一，其迅猛发展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培养了很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同时我们也

必须正视差异，抓住矛盾，总结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促进中外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

大学原校长宋宝安认为，“十四五”位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这五年将是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五年[1]。厦门大学中外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

研究分会理事长林金辉在《加大改革力度，以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报告中指出：

“抓住教学改革这一核心。中外合作办学服务国家大局必须通过服务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来实现。一切体

制机制改革，如果不是围绕课程、教材、师资等方面的教学改革这个核心，就可能走偏方向，不利于人

才培养[2]。” 

我校 2021 年与英国格林多大学合作举办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项目采用“双学籍”、“4 ＋ 
0”、“双学位”模式开展，借鉴和引进国外优质的教学资源，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聘请优秀

的教师，配备完善的教学设施。学生入学后注册中英双方学籍，成绩合格后毕业可以获得中英方两个学

校的学位。 
工程数学课程是机械电子工程(中外合作办学)的一门基础课程，内容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3]。围绕课程培养目标，紧扣教学大纲，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基

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同时也尽可能将工程数学与其他工科实际问题多结合，提升学生的

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打好工程数学的基础，

满足学生专业学习的需求、岗位工作的需要及学习新技术的需求。 

2. 中外合作办学工程数学课程面临问题 

工程数学课程内容涵盖四门数学课程，采用的是模块化教学方式，共 160 学时，学时分配数量较少，

内容抽象且逻辑性思维性比较强，知识点间衔接紧密，应用非常广泛。传统的数学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

为主，强调逻辑推理，重证明推导强调计算能力，对概念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所学知识与实

际相联系。国外的数学课程更注重知识的应用性，突出数学的思维方法，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实践中，英方内容体系出现与中方教学不一致，存在内容交叉重复，模块课程边界不清的情

况，因此需要通过内容整合，厘清各自的边界，突出学科重点，节约教学资源，与英方模块化教学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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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及其知识间的相互关系，弱化证明，采用案例教学，“翻

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等多种教学模式开展教学，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从“学会”到“会

学”。 
格林多大学有着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独立的质量保证机构会定期对每个模块的试卷进行审查。从

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到试卷、考试、成绩管理，试卷存档，都有着严格的内部审查、外部

审查等程序，而最终的成绩要经过学校考试委员会来认定[4]。 
因此面对新形势下的合作办学，必须完善法律政策体系，明确双方责任，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健全

合作办学的管理机制，加强质量监控，完善评估机制；必须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程，不断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必须遵循教学规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实践的原则，制定科

学的教学计划，培养全方位，创新型人才。 

3. 中外合作办学工程数学课程改革具体实施 

为了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中外合作办

学教学质量，满足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要求，落实“三全育人”的宗旨，持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以素质

教育为主线，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优质的教学团队、加强课程建设，课

程管理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提升办学水平，建设高质量的国际化一流课程。在课程建

设中，定期和英方开展教学经验交流，视频会议，了解英方模块化教学理念和考核方式，加强合作，引

进优质的教学资源，根据课程特点，整合教学内容，制定教学大纲，确定考核方式。组织课题组教师与

专业课教师座谈，广泛交流，了解学科间的关联性，让基础课程更加有效地服务专业课程，有的放矢，

相互统一。见图 1。 
 

 
Figure 1. 1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reform 
图 1. 教学改革实施过程 

3.1. 改革教学内容，注重学科交叉 

结合格林多大学模块化的教学理念，将工程数学分为工程数学 1 和工程数学 2，分为大一、大二四

个学期进行。工程数学 1 主要学习微积分部分相关知识，工程数学 2 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复变函数、

积分变换。受到学时的限制，每个模块都经过多次的研讨取舍，既要保持知识的完整连贯性，又要抓深

度广度，深入浅出，概念准确，方法多样。以案例引出概念定义，通过数形结合，编写程序等解决问题，

并进行内容延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工程数学的教学在遵从数学教学规律，完整教授数学知识的前提下，还要积极探索与专业课程的交

叉融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紧紧围绕专业课的培养目标，在服务专业课

的目标前提下，通过与专业课教师的交流研讨，了解专业课背景，吸收专业领域的应用实例，将数学的

基础知识和专业课的实例相结合，进行剖析，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增强数学知识的应用性和趣味性。 

3.2. 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教书育人的根本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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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导向，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学科优势，专业特色。国外教材体系比较新颖，突出数学思维方

法，图文并茂，但是内容较多，跳跃性较大，国内的工程数学教材定位都是以专科学生为主。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必须加强教材建设，编写相应的配套教材，使其具有知识性、思想性、启迪性和通俗性特点。

通过多轮教学，师生反馈总结，吸取国外教材先进理念，恰当地取舍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及复

变函数内容，使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通俗易懂，有理论有应用，引入课程背

景、数学文化，加强课程思政，始终贯彻课程标准“两性一度”的要求，提升教材的高阶性，突出创新

性，增加挑战度。 
在现代教学中，仅靠教材是远远不够的。线上各种学习资源，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B 站等，

丰富的线上资源充实了我们的课堂。根据教学大纲，利用学习通资源库并结合学生实际，在超星泛雅平

台建设，构建多元化的立体教材。工程数学课程教学平台以混合式教学为核心思想，以“平台 + 资源 + 
服务”为基本理念，综合大量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管理展示，教学师生互动，教学成果展示，教学评估

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学习国外全英文数学课程，也可以通过教师录制讲课视频进行

二次学习查缺补漏，打破教学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线上随堂测验进行自我检测，检验学习效果，

也可以进行延展性学习，课程包含了课程思政模块、竞赛考研模块、出国留学模块，包括知识点相关历

史背景及数学文化，数学家的生平故事，竞赛考研出国相关文件及试题，鼓励学生多读国外文献，加强

对数学英文专有名词的理解。平台上记录了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大数据及时进行跟踪反馈，在作

业讨论中发现独特新颖的方法及时进行分享，对未按时学习的同学督促警示，充分利用了学生的碎片化

时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更多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课堂。 

3.3. 以学生为中心，改进教学方法 

围绕专业培养目标，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主体，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工程数学的教学目标。在教

学过程中采用案例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加强讨论环节，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

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由“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教学与实际需求相背离，只管“教”，不管“用”，未

能实现培养其动手能力、团队协作与开拓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课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部分，课前教师制定好学习计划，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对本节课

要掌握的知识点进行阐述，在学习通平台发布预习导航，以微课形式呈现课程的知识背景及包含的数学

文化等，并发布讨论题。课中采用“驱动式引入 + 探究式推进 + 参与式巩固”三阶段教学法，由课前

布置的讨论题引入，从学生的多种做法中找出共性引出新课程，激发学生兴趣，引起学生关注；中期循

序渐进，逐层深入，通过学生讨论，教师讲解双向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善于归纳总结，由表及里；课程

后期教师通过随堂小测验检验学习效果，结合实例进行内化迁移，知识拓展，从被动式填鸭式教学转化

学生为主体，启发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主动思考的

能力。课后采用线上线下双通道答疑的方式，通过一对一交流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并鼓励

学生放开思维，多角度看问题。 

3.4. 加强实践教学，开展数学建模竞赛活动 

Matlab 软件是以矩阵计算为主的交互式程序语言，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易于编写且应用广泛，将

其引入教学纳入到考核体系中。在每一章节的最后引入数学实验，对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可以强化

学生对理论的深入学习思考，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通过数形结合，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由低

阶到高阶，类比推导，透过表面还原原理的本质，加强知识点间的联系，学科间的交叉，培养学生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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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通过程序解决复杂的运算，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及编程能力，学生也可以自己借助 MATLAB 来验证作业的正确性[5]。学生们在解决具体问

题的过程中，将所学知识有效地利用，并通过技术手段使其运行，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开发，也满

足了课程内容高阶化的要求。对数学建模题目进行翻转，引导学生创新，集思广益，提出合情合理的建

议，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答。 
组织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和创新创业竞赛，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从数学建模到模型

求解有完整的体验，充分感受现代技术与数学的关系，进而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类活动，在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省级数

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中，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一、二、

三等奖。 

3.5. 加强过程考核，实行教考分离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建立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

核相结合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将过程考核全面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遵循教学规律，围绕课堂教学进

行设计，加强课堂管理，以关注学生的发展为需要，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

考核，督促学生重视平时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过程性考核包括线上线下考

核两个部分，线上主要依据超星智慧平台记录的学生作业、课堂讨论，章节测验等，线下主要包括学生

随堂回答问题，讲题等，全方位多方面地考查学生。 
期末试卷实行的是教考分离，题库随机抽题的考核方式。教考分离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立教考分离制度可以保证考核的独立性、客观性，促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规范教学，

改革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阅卷采用的是电子阅卷的形式进行，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保障阅卷

工作有序高质量完成。 

4. 教学评价和改革成效 

中外合作工程数学课程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进行，通过问卷调查反馈改进，反复教

研，形成系统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备有完整的立体化双语教材，以学生为中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

组织教学，教学环节丰富新颖，教师们深入浅出启发式引导，课程教学质量得到各个方面的肯定。 
1) 学生评教。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是有口皆碑的，主讲教师在历年来的学生教学评教中都获得

了很高的评价，评教分数都在 97 分以上，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内容丰富，所选取的教材既考虑到了课程结

构，又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讲授有新意，教学生动，师生互动性强，体现了研究性的教学和学习。 
2) 专家评教。课程得到校内专家的一致好评。学校长期坚持校级、院级“督导组”和院内领导听课

制度。他们对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师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教师队伍精干，教学投入大，教学效

果优秀。课组教师多次在学校进行教学观摩，教学经验分享。 

5. 总结 

在中外合作办学工程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始终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抓住育人主体，在新工科

背景下，将基础与专业相融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手抓教学，一手抓育人，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

革，广泛交流研讨，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理念，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加快学

科建设发展，培养创新性的国际化人才。课程内容上要体现“两性一度”的高质量要求，夯实基础的同

时鼓励学生创新，挑战新课题，结合自身能力完成高阶性课程要求，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到学习中；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4114


林爽 
 

 

DOI: 10.12677/ces.2023.114114 746 创新教育研究 
 

课程形式上，体现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结合，注重网络资源，智慧课堂等新技术的引入；在课程标

准上，引导多样化的创新性发展，不只拘泥于卷面，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建设优质课程，改革教学模

式，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中心，塑造专业人才为己任，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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