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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培养是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高等数学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

论课程，它不仅传授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为后继课程和专业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计算工具，更是思维

能力和创造力培养的重要载体。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应努力开发学生的智力，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更要加强对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文章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探

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和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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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ity and exploratory spir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As an important basic theore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er ma-
thematics not only teaches basic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provides theoretical fo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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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subsequent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a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lligence, abstract thinking and logi-
cal reasoning abil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rich imagi-
n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we explore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igher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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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变革的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1]。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高

校要“着力培养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应“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2]。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培养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鼓励

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创新创造”[3]。上述文件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也为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因此，努力探索和开展创造性教育，培育具有创造力的拔尖人才，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日益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肩负的重要责任和艰巨使命。目前，培养创造性思维

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研究热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创造性思维：它是大脑皮层区域不断地恢复联

系和形成联系的过程，它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

新性为特点的心智活动[4]。因此，创造性思维常常表现在思考问题的突破常规和新颖独特上。创造性

思维是创造性的核心，它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受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主要还受后天环境和教育因素的

影响，正常人经过培养可以具备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

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高等数学教育的角度看，目前，我们的数

学教学重视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的传授，突出数学的理论基础和计算工具的作用，但是难

以满足现代化国际竞争中所需的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一直以来的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模式和固

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缺乏探索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

应为学生提供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创造和想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

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进而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造

力。 

2. 高等数学教学中创造力的认识 

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正确认识数学与创造力的关系，这是以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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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基础。数学创造力是数学能力中一种核心的能力，数学创造力的培养是数

学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通常人们并不认为数学是一门创造性的学科，不仅如此，很多人认

为数学与创造性学科恰好相反，数学需要的是记住和掌握一套固定的规则，它强调思维的有序性、纪律

性和逻辑性，如果一个人偏离了这种期望的数学学习方式，他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在这种观点下，创

造力似乎与数学不符。而事实上，数学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学科，数学家们能够提出新的概念，制定自己

的规则，并在他们所创造的数学世界中自由地探索[5]。而且，当我们考虑各种可能性，探索新的方向，

制定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样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创意。 
作为高校数学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体会到数学中的创造性，这除了让学生对数学学科有一个更

准确的认识之外，在高等数学课堂上更关注数学的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3. 高等数学教学中培养创新能力的策略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等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的能力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高等数学教学

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和途径。 

3.1. 增强学生对数学创造的敏感度 

创造性往往会使一个学科更吸引人、更生动，也就更受学生欢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在内容和方

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高等数学更贴近实际应用，也更能体现探索性的特点[6]。在高等数学的课程中，

让学生感受数学的创造性并形成对数学的积极的学习态度尤为重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增强学生对

于数学创造的敏感度。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着重体现出数学创造性，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说过，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还不理解。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

数学概念、定理、方法的创造过程，不仅能使学生透彻地理解数学中的理论，对于增强学生对数学创造

的敏感度，进而提高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在讲授概念性内容和原理时，应注重发现式教学法的运用，以学生为主体，创设问题情境，使

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科学知识和问题的解决办法，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找出隐藏在实例中

的事物的本质，形成相应的概念。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一种能够独立探究的情景，引导学生由实例形成

概念，并启发学生体会数学创造的过程和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例如，在导数概念的教学中，教师应

把教学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和曲线上一点处的切线的斜率这两个问题

上，运用极限的思想分析处理匀速与变速的关系和割线与切线的关系，给出解决问题的相应的数学表达

式，进而通过对比、抽象和归纳，提出导数的定义。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深入理解概念的定义，

也了解了概念的创造过程。教师在讲授概念性内容时多重复以上类似过程，学生对数学创造的敏感度就

逐渐增强了，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创造能力也就得到了培养和提升。 
在讲授极限运算法则、导数运算法则等法则性内容时，教师要通过具体问题使学生感受到使用现有

的定义去解决问题是很繁琐的，甚至是很困难的，因此需要另辟蹊径，从而启发并引导学生建立并证明

法则，在解决一般问题时使用它们。例如，要证明对于任意多项式函数𝑃𝑃和任意𝑎𝑎∈ℝ， ( ) ( )lim
x a

P x P a
→

= 。 
其一，我们不能对每一个多项式都用定义做一次证明；其二，即使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多项式，使用定义

去证明其极限也是繁琐的。由此，教师鼓励学生去探索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引导学生证明基本极限和

极限运算法则，在之后一般的计算和证明题中使用它们。这种动机式教学过程，激发了学生的探索和思

考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数学的创造性，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从而得到提高。 

3.2. 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高等数学教学 

相比于初等数学，高等数学具有更强的应用性。该课程除了为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乃至专业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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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基本概念、理论、计算方法等基础知识外，还应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开拓思维，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素质，为学生后续发展奠定良

好的能力基础，使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创新人才。 
数学建模就是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中，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来说，数学建模

指对现实世界的某一特定对象，根据给定的条件，为了特定的目的，做出一些必要的简化和假设，运用

适当的数学工具得到一个数学结构，用它来解释特定现象的现实性态，预测对象的未来状况，提供处理

对象的优化决策和控制，设计满足某种需要的产品等，数学知识的这一应用过程称为数学建模。因此，

数学建模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建模思想是指将现实世界的问题或情境抽象化，并用数学、逻辑或其他符号化的方

式来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是指独创性的、有创意的思维能力，能够产生新颖、有价值的想法

或解决方案。培养建模思想可以有效地促进创造力的发展[7]。建模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

抽象，找出规律和模式，从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可解决的数学或逻辑形式。这种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过

程能够培养人们思维的灵活性和抽象思维能力，使其能够更加自如地运用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而创造

力则需要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进行跳跃性的思维，寻找新的连接和可能性[8]。因此，建模思想培

养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为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要培养

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的应用型人才，要充分重视并发挥数学建模的作用，除了开设数学建模必修课或

选修课，我们更应将数学建模融入教育过程，将数学建模思想渗透到我们的课程中。通过实例，引导学

生对问题进行抽象，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求解。例如，在讲授“导数

与微分”这一章中的“相关变化率”这一节内容时，给学生提出如下问题： 
一架在 10 公里高空水平飞行的飞机经过雷达站正上方。稍后，雷达站测量飞机与雷达站之间的距离

是 20 公里，并以 1000 公里/小时的速度增加。试求飞机的速度是多少？ 
首先，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简化和抽象，引入 h 表示飞机的高度，x 和 z 依赖于时间 t，分别表示飞机 

距雷达站的水平距离和直线距离(见图 1)，则问题简化为：已知 10h km= 、 20z km= 和 1000 /dz km h
dt

= ，

求
dz
dt

。 

 

 
Figure 1. Schematic of an aircraft flying over a radar station 
图 1. 飞机经雷达站上方飞行示意图 

 
启发学生利用勾股定理建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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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z x h= +  

并用导数相关知识对问题进行求解： 

2 2 2d dz x h
dt dt

 = +   

2 2 0dz dxz x
dt dt

= +  

2 2

20 20001000 / /
320 10

dx z dz km km h km h
dt x dt km

= = =
−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体现，创新能力得到锻炼，也体会了将数学知识应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激发了学习兴趣，促进了创新思维的发展。 

3.3. 设计开放式问题 

开放式问题是与封闭式问题相对而言的，如果针对该问题事先确定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

们称这类问题为封闭式问题，而开放性问题是指条件或结论至少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开放式问题的特

点是条件不完备、结论不确定、解法不固定，需要通过观察、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甚至猜想，得

出答案。高等教育必须注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学生的数学素质，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教学过程

中引入开放式问题或给学生布置一些开放式问题的作业，让学生在数学课上或课下能通过解决问题来体

验创造力，并进一步了解和体会在研究中探索多种途径时的创造性自由。例如，在生活、工程或物理应

用中，我们都能见到哪些函数？中值定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方面？用中值

定理可以证明什么结论？总结常用的坐标系，说明如何选择坐标系并确定坐标轴的方向，可以用具体实

例进行说明，如求保龄球的重心；确定受洋流影响的潜水艇的速度；计算锥形水箱中的压力；求流经输

油管的油量；确定制作一个足球所需的皮革量等。一阶微分方程的应用，用一阶微分方程可以描述哪些

具体的变化过程？这些问题通常围绕课程中的一个或几个知识点展开，学生以前没有经历过，教师为学

生设计提出这些问题，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合作、交流，形成自己的答案，并就自己的解答和总结进行

演示。这个过程不但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堂所学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自主深入发掘课程中的知识点

与实际应用的联系，激发学习热情，增强创新能力。学生在面对这些开放式问题，进行探索时，自身的

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得到很大的促进。 

4. 结束语 

在当今时代，高素质人才和创新拔尖人才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需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应以

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

生掌握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等基础知识，更要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增强学生对数学创造的

敏感度，通过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的思想和设计开放式问题等途径，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表明，创造力是可以被培养和发展的。创造力的培养显著提高了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问题解

决能力，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通过改变教学方式，设计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提供充分的

自主学习空间，学生在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特别是创新性任务

的完成情况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在面对新问题时，显示出

了更强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使是教学中的微小变化，也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要进一步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创新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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