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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高等数学》课程改革思考与实践
曲　晨　刘　晓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重庆 400035）

摘要：高等数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定量分析能

力，为后续课程学习打下理论基础。课程以“服务专业，理实一体，

课程思政”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为指导，从教改思路、教学策略、

特色创新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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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改思路

（一）课程教学理念

高等数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定量分析能力，为后

续课程学习打下理论基础。提出“服务专业，理实一体，课程思政”

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理念。首先，面向专业基础课程，提供必备的

知识基础，培养学生基本的抽象思维能力；面向专业岗位课程，提

供必备的实践操作技能基础，培养学生基本的动手能力；结合应用，

讲解数学的基本概念、思想和方法。其次，为了解决传统数学教学

重理论轻实践的矛盾，准确把握课程“基础性 + 工具性”的特点，

遵循理实一体教学理念，因材施教，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第三，把课程思政作为本课程的高级要求和点睛之笔，有效培养学

生理性思辨能力，内化爱党爱国的情感，增加数学课程的人文情怀。

（二）教改设计方案

1. 重构教学内容。充分考虑后续专业课程要求掌握的数学知

识、思想、方法，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理论教学部分加大对数学概念、数学思想理解应用的教学内容，

弱化公式推导、复杂的计算。加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例，结合理

论教学内容，借助数学软件和专业应用案例，提高学生运用的数

学工具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缜密精准的思维习惯和良好

的数学素养。

2. 优化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理论教学部分借助线上、线下资源，“三段式”

导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践部分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学生学习进程，延展学生组训时空。

3. 配套资源建设。根据教学内容，在原有教材基础上，建设

《高等数学链接模块》《高等数学口袋书》：对基础薄弱学生进

行知识补差，填补知识空缺；建设《高等数学学案》：帮助学生

准确把握学习进程，检验学习效果；建设《高等数学实践教程》：

与专业应用相结合，依托数学软件，开展实践教学。拓展高等数

学课程教学资源，借助校园网平台，配套多媒体教学资源，利用

互联网微课、慕课，建设“高等数学网络 +”模式。

4. 深化团队建设。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拓宽教师专业知

识面，提高教师自身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积极参加教学竞赛，

依托应用数学俱乐部，指导学生学科竞赛，以赛促建，建设创新

实践型教师队伍。

二、教学策略

（一）教学内容

通过入学成绩分析和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理性思辨能力较弱，学习中普遍存在畏难情绪，与其他课程相比，

学习起点低，学习能力弱。根据学情分析，将课程目标细化分解

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达到夯实基础、提高素养、

突出应用、服务专业的目的。教学的重点在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计算方法及基本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和掌握；教学难点在于

概念的引入、定理的理解和应用，以及运用数学工具和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等数学》课程设置理论课和实践课相结合。教学内容在

原有微积分模块基础上，对接专业，增加常微分方程模块和无穷

级数模块。在理论课程基础上，重点开展实践教学，将数学知识

化抽象为直观，化学数学为做数学，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特别

选取学生身边的实例，更好的引导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方法。

（二）教法学法

1.“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教学方法。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采用“三段式”

导学模式。课前，学生通过学案，线上数字阅读材料，以小组内

优势互补，小组间实力相当划分学习小组，完成课前作业单及知

识的预先学习。课中，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完成理论学习及应

用拓展。课后，依托信息化资源，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与拓展，

并且完成课内实践作业单，进行 PK 展示。

2. 多元化考核评价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理

论 + 实践”的课程内容设置，创新性采用标准化考核 + 非标准化考

核模式。设置标准化考核，考察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设置非

标准化考核，教师可以动态监控学生学习情况；学生可以及时了解

自己的水平状态，适当调整学习方案，让学生真学、真想、真领会。

三、特色创新

（一）确立“三位一体”教学理念，探索突出能力培养的新模

式确立“服务专业、理实一体、课程思政”三位一体教学理念。精

准对接专业需求，以战领教，优化重组教学内容；遵循理实一体教

学理念，增加实践教学比例，突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适当融入课程思政，有效培养理性思辨能力，增加数学课程人文情

怀。同时，依托应用数学俱乐部，开展军事运筹文化节、数学读书会、

数学放映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突出实用应用能力培养。

（二）构建“混合式”+“三段式”课程导学模式，提出适合

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方案。借助线上线下立体化教学资源，将课

程体系进行枝、干梳理和知识点细化，将课前、课中、课后有机

结合，帮助学生对课程拥有完整的认知，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学生实现从让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三）提供“菜单式”内容选择模式，破解学生认知差异形

成的学习困境。构建层次分明、配套完善、相辅相承的“链接模块”、

“基础模块”“拓展模块”教学资源体系，满足了不同认知水平

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区分不同层次选择不同内容的菜单式使

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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