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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环节，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数学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结合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特点，

高等数学课程必须贯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而如何

把这一原则和高等数学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上有机的结合，采用正确的教学对策

使高等数学在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实用型人才中发挥其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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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学生数学水平现状

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这种转

变必然导致高职教育生源整体文化基础水平的下降和学生差异程度的扩大。主

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成份复杂，既有普高生，也有三校生（职高、中职、技校）

和提前录取学生，而不同生源类别的数学水平差距很大；二是同一专业文理兼

招，而理科生的数学基础比文科生更为扎实；三是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毅力、

心理素质等非智力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而国家制定的高职数学计划却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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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和专业进行详细的划分，然而不同专业的高职学生

侧重点是不同的，统一的计划很容易加重学生的负担，导致厌学情绪的滋长。

对于这些有着不同学习经历、不同专业基础的学生，采用何种教学组织形式，

使层次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很好的发展，已成为各高职院校面

对的新问题、新矛盾。

2  高职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现状和问题

2.1  关于高职院校高等数学课的争论

高职院校中围绕着“高等数学课应不应该开设”一直争论不休，许多高职

院校都在减少基础理论课的课时，高等数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之一，

也未能幸免，有些院校已经停开高等数学。虽然有些院校开设了，但是传统的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体系要求面面俱到，理论上追求严谨，这不仅不能适应当今

科技快速发展、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求，而且造成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学内容

多课时少的矛盾。以我院校为例：有些专业高等数学的课时只有 40 课时，用

这么有限的课时讲授高等数学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学生数学基础越来

越差，而高职学校教学时数却越来越少，这对本就步履维艰的数学教学更是雪

上加霜。

2.2  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材内容问题

（1）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材来源一是借用本科同类教材，由任课教师删减

而成；二是由部分院校教师联合编写，虽然做了适当的改革，但主要的体系还

是本科教材的“缩写”。而为了适应高职学校学生的特点：基础普遍比较差，

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对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基本的数学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方面讲授很少，教师和学生都将精力投入到纯粹枯燥的数学计算技巧

上，学生处在被动的学习过程中。高等数学课所谓的“够用”不是强调数学知

识、方法在所学专业和实际生活的“够用”，而是讲什么考什么，是考试上的“够

用”，是“考试有用，考完无用”，教学内容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忽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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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素质教育”，学生也困惑，常向老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学数学”，学习

数学的积极性不高。

（2）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陈旧。有一个很突出但又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高

等数学的基础初等数学教学内容的改革。简单的微积分一直以来就是初等数学

的选修内容，在高考考察这部分内容以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是不讲授这

部分内容的。而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对微积分的内容已经掌握

很多，所以在教学时讲授极限、导数、甚至积分时，学生感觉很无聊，因为按

现在教材内容安排讲授微积分有一部分就是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而且有些内

容和习题还不如中学的难。

3  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对策的定位

教育部明确提出高职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高

职教育是以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因此高职高等数学教

育必须为这一总的培养目标服务，而从数学自身的特点来看：高等数学教育应

该以培养具有良好数学素养的人才为主要目的。

著名数学家柯朗说过：“两千年来，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已被视为每个受

教育者必须具备的智力。数学在教育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今天正在出现严重的

危机。不幸的是，教育工作者对此应付责任。数学的教学逐渐流于无意义的单

纯演算习题的训练。固然这可以发展形式演算能力，但却无助于对数学的真正

理解，无助于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这段话中不难理解，开设高等数

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现在高等数学在高职院校的这种“尴尬”

的地步是和我们长期以来对开设高等数学的真正意义理解不到位有关。数学不

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素养；不

仅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能否运用数学观念定量思维是一个人文化素

质的一个标志。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对提高创新能力是大有益处的。所以在高

等数学的教学中，在传授知识及其在实际应用的同时，对学生数学修养的培养

是十分重要和有待加强的。片面地理解对数学的“但求适度、够用”要求的意义，

只是简单地压缩教学课时，删减教学内容，不清楚学习数学对于培养“实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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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主要作用，更把数学教育作为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及

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的作用丢弃一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应把握“必需，

够用”是指专业本身和学生自身目前和长远发展所需数学知识和思维方法的“必

需，够用”，知识的更新是非常快的，而数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一直可以延

续和采用的。

4  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对策研究

4.1  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施分层教学

分层次教学是在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的前提下，以学生为主体，有区别地

制定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进度，

变换授课方式，使学生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得到最大提高的教学对策。

如前面所述，高职院校学生的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以文理学生对高等数学的

重要内容微积分的掌握来说，理科学生已经对极限、导数及导数的应用掌握的

已经比较全面，而文科学生只是对简单的有理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有了初步的

掌握，对于三校生（职高、中职、技校）对这方面的内容几乎不了解，所以如

果仍按传统的教学方法势必加大两极分化，造成有些学生“吃不饱”，而有些

学生则“吃不透”，也势必挫伤各层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所以分层

次教学就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分类施教，最大限度地为不同层次

的学生提供全新的学习机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分层教学

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具体实施办法。

（1）对每个专业打破班级的概念，按文理学生分为两个层次（三校生划归

文科）；

（2）对于文理两层的学生通过测试和问卷进一步分为两层，提高层适合于

数学能力较强的学生，在教学中应满足他们将来进一步深造的需要；基础层次

适合于一般学生，在教学中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根据各专业对数学运用能力

的要求组织教学；

（3）分层的动态性。分层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调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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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处层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4.2  侧重学习兴趣和数学修养的培养

高等数学的教学应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能力、提高数学素质为目的。

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多种教学对策来实现这个目的。

（1）创设“问题产生”的情景

展示数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教学中可广泛渗透数学史观点，使学生充分了

解数学思想方法的来源和应用。例如在讲授导数定义时，向学生介绍牛顿和莱

布尼兹是如何从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发现和引入了导数这个概念，体味数学中

某些理论的获得过程，从而培养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对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的信念。结合高等数学课程讲述数学史，使枯燥乏味的数学有了新奇感，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曲折、复杂的思维过程使学生体验数学知识的发

生、发展过程、归纳概括过程、数学创造的乐趣，这样有利于知识的广泛迁移，

有利于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数学素质。

（2）创设“问题解决”的情境

理解并牢固掌握数学概念是学好数学从而提高数学能力和修养的基础。

讲授概念应从实例引入问题，以问题为引线，注意概念及其实际意义，应

把概念的发生，形成、探索过程呈现出来，让学生理解那些普遍的东西怎

样一次次作用于人们的头脑，科学家是怎样对所接触的材料进行整理，引

进术语，给出定义的。这样，概念的出现不致使学生感到突然、莫明其妙，

而是感到自然，摆脱对数学学习的恐惧，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观察周围

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对概念作更探层次的理解，养成科学的思维

习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运用数学的思维方法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3）创设“问题想象”的情景

想象是极有价值的一种思维活动，是人类的高级属性之一。丰富的想象

力是创新发现的基础。灵活的想象能力是理解接受知识的桥梁，是构成发

散思维的要素，这种不依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寻求答案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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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造能力的核心。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所教授内容合理的、有意识

的设置想象的阶梯，并提供想象的时间、空间以及相关的手段（如对媒体

课件和数学实验），创设有利于学生进行想象的环境、氛围，就可以使学

生沿着正确的思维轨迹，采用设想理解问题，通过假想发现问题，根据推

理解决问题。

4.3  采用案例教学法反映高等数学主要的原理及思维方法

高等数学的内容很多而课时却又很少，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高等数学的

全部内容是难以实现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教学上我们可以采用案例教

学法，对那些可以反映高等数学的主要观点和思维方法的内容，通过构建合

理的案例对这种观点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例如：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

一回事，这就是所谓的以“直”代“曲”，它高度概括了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处理这对矛盾的基本方法都是借助于“分割”，即对我们研究的数量关系，

函数关系，分区域、分区间讨论，并计算近似值，然后自然要涉及到计算近

似值与计算精确值的问题，这就“分割”得越小越细，近似值就越接近精确值，

在这种无限“细分”的过程中实际上借助了极限这一高等数学的灵魂，运行

的结果是近似值就转化为准确值了。为了让学生理解掌握和学会运用这种思

维方法，我们可以选择定积分定义这部分内容来设计一个案例，通过分析和

研究这个案例将这种思想传授给学生，而学生一旦掌握和理解了这种思维方

式，即使我们没有时间讲授多元函数微积分，学生也可以自己去学习那部分

中的二重和三重积分了。

4.4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

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但这些学生动手能力较强，尤

其对信息技术、互联网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点采用和他们学

习习惯、学习能力相适应的教学对策，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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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是数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解题则是培

养学生创造能力的有力手段。掌握必要的解题方法和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过度的强调解题技巧，使学生和老师都投入到纯粹的数学计算中，

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是十分不利的。而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数学软件的发展，

可以使学生从复杂恒等变形和繁杂的运算过程中解脱出来，培养和训练他们

应用数学思想和计算机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高职院校学生是非

常有必要的。

（2）高校互联网已经比较普及，上网已经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网络在数学教学上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以解决困扰高职院校数

学教学课后辅导的问题来说明网络在教学上的重要作用。由于高职院校数学老

师普遍所教班级和学生比较多，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去辅导从时间和精力上来

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建立“团队协作式”的辅导方式，具体措

施如下。

第一，任课老师在所教班级选出 1 到 2 名学习比较突出的学生为课代表，

由他们在根据班级的情况将班级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小组中选出小组组

长，这样就构成一个老师为中心，下设课代表，课代表下设组长，组长下设学

生的学习网络。

第二，在网络借助即时聊天工具（比如 QQ）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所学内容存

在的问题，由组长进行归纳总结汇总到课代表，各班课代表以网络日志（Blog）

形式将存在问题提供给老师，老师将课代表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再把解决方案

以网络日志的形式传到网络供学生们参考，对那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老师可

以在课堂教学中针对不同班级做出解答。

这样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仅让学生在协作中互补自己的不足，达到共

同进步的目的，而且能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对老师而言不仅从整

体上把握了学生存在的问题，而且节约了精力和时间。

4.5  注重学生能力的综合评价，改变传统的考核制度

高职院校的高等数学考试不同于高考中的数学考试，也不同于研究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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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的数学考试，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评价学生的学

习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限时完成的规范化试卷是不可能准确地评价出这种

质量的。为了适应加强对学生数学素质、能力考核的要求，考核内容和方式进

改革是必需的。利用形成性评价可以比较合理的对学生的能力做出评价。形成

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是以学生为本，要求教师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学习过程，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这种评价使教

师有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种学习环境中监控并指导学生的学习表现，而

不是一次考试中的表现。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学生互评、老师评价等方式，将

每次评价结果制成评价手册，在期末结合笔试成绩给出学生的综合能力结果，

学生成绩可以不使用百分制，可分为 A、B、C、D、E 几个级别，对每个级别应

具有的能力要求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标准。

总之，为适应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形势和培养 21 世纪创新人才的需要，在

高等数学教学中，采用正确合理的教学对策是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需要，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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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link of relying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thematics course teaching 

basic requirements, the combin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elf 

“train higher technology applied tal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 must carry out”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as 

required, for sufficient degree "principle. How to combine this principl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mathematics in teaching, and how to use correct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to make higher mathematics play its role in training 

innovative, compound and practical talents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Mathematical 

literacy; Mathematical though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