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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积分是经管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且对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具有

很好的锻炼作用。本文针对学生在微积分学习中的问题和不足，从教学手段、

方式和内容等方面，对教学改革途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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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积分在经管专业教学中的问题和不足

微积分是经济数学专业的重要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利用高等数学知识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从而能够在证券、保险、银行等部门进行设计

和分析工作。然而，目前在教学中，数学和经济的结合程度不足，使得学

生的学习目标不太清晰，且很多内容繁杂、枯燥无味，理论性太强，实用

性不足，太过抽象，定义和公式太多，学生掌握比较困难和兴趣不足。对

于课堂教学，灌输式教学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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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微积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由于教学内容

太多，课时量不足，使得教师往往为了赶学习进度，忽视学生的感受，从

而使得教学严重形式化，这样就使得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够单纯，很多学生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分，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对于以上问题，

高校微积分任课教师必须予以重视。

2  微积分教学的问题原因分析

2.1  微积分的系统性、实践性、开放性比较强

很 多 学 生 还 没 有 从 初 等 数 学 的 思 维 模 式 转 换 过 来， 且 没 有 全 面 掌 握

微 积 分 的 重 要 概 念 和 知 识 点， 从 而 很 难 将 微 积 分 相 关 知 识 点 运 用 到 经 济

学 和 金 融 学 的 实 践 当 中 去， 特 别 是 函 数 相 关 知 识 点 和 微 分 学、 积 分 学 的

联 系 紧 密， 学 生 还 不 够 重 视 相 关 知 识 的 活 学 活 用， 很 难 培 养 举 一 反 三 的

能力。

2.2  目前教学存在不太重视学生基础和学习的差异性问题

由于学生学习能力和水平不均，兴趣爱好也不一，基础差异较大，从而造

成部分学生感觉学习微积分枯燥无味，部分同学觉得课程内容太过简单，若采

用统一的教学手段，很难兼顾到各个层面的学生，从而造成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较差，而个别学生的数学潜能又难以得到发挥。

2.3  目前微积分教学中存在不够重视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培养

理论知识实践不足，化难为易，数形结合，化抽象为具体，归纳推演等等

重要的数学思维方法还没有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得到很好地落实，学数学的

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利用数学逻辑思维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求

函数极限问题，可以结合函数图像，很直观明了地可以看出函数的极限。学生

的数学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思维需要得到强化和锻炼，这在多元微积分的学习

当中起着关键作用。



·39·
大学经管专业微积分教学改革策略浅谈2021 年 6 月

第 3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ms	 https://doi.org/10.35534/tms.0302008

3  大学经管专业微积分教学改革措施

3.1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建立数学思维体系

教师要主动引导学生运用归纳、逻辑推理和类比等思维方法去解决微积分

中的典型问题。例如，一元函数微分和二元函数全微分的定义有一定的关联性，

其本质是一维到二维的推广，这样运用类比思维，就可以把知识点衔接起来；

二元函数求极限问题也可以转化为一元函数的求极限问题。从而，微积分的上

下册内容紧密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给学生灌输这种思想。

3.2  建立微积分理论知识框架，注重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微积分教学知识点太多，重点不够突出。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建立

微积分重点内容知识点理论体系，强化学生对关键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教学

方法应该具有多样性，不能一味照本宣科或借助多媒体手段。教师要采用循序

渐进地分层次的教学方式，时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达到良好的教学和听课效果，

这样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保证，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微积分知识点的建构。

3.3  微积分教学方法要持续创新，与时俱进

一般数学教学中，由于微积分自身的抽象性，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逐

渐下降的趋势。广大教师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是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微积分的兴

趣，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教师需要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激发学生

的潜能，加强互动，让学生逐渐体验到数学学习的乐趣，通过数学建模将知识

运用到经济实践当中去，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建立和掌握微积分

的思维模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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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culus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majors, and it plays a good role in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f students in 

calculus lear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teaching reform approach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eans, methods and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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