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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提高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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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军政基础系  河北石家庄  050003） 

 
摘要：为提高士官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效果，从教学实践的

体会出发，提出以下几点思考：(1)精选教学案例，激发学习兴趣；(2)注

重情感投入，加强沟通交流；(3)增强数学文化，提升数学素养；(4)活跃

课堂气氛，加深学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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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是士官职业技术教育各专业的科学文化必修课之
一，不仅承担着培养学员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以及创新精神和创
造能力的重任，而且也提供了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训练，也是学习专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的重要工具。
因此，学好高等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尤为重要。但是，由于高等数
学自身的逻辑性、抽象性等特点，加之内容枯燥、定理证明方法
的复杂性，再加上学员的基础薄弱和每节课的教学内容较多，导
致学员渐渐跟不上教员的进度，以至对高等数学失去学习兴趣。
因此，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本文从教学实践的体会出发，提出关于提高职业技术
教育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 

一、精选教学案例，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案例是实施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就像一部影视剧的剧

本，只有好的剧本才能吸引观众。因此，要把高等数学讲精彩，
需将所讲内容与学员感兴趣的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作为军队院校，在选取教学案例时，要贴近军事，
力求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把姓军为战的要求贯彻到高等数
学教学中。例如，在讲微分的概念时，可以选择“狙击手射击的
水平偏差量”这一案例：有一名狙击手，欲射击前方 300m 处的
目标,由于操作失误，把方向转螺多调了 1 档，使其水平方向的
射击角度发生了 1 密位的偏差。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前提下，估
计该次射击的水平偏差量。该案例贴近学员实际、生动有趣，容
易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情感投入，加强沟通交流 
《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

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也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种
特殊反映形式，是一个人自内而外散发的一种信息，简单地说，
情感就是感情。教学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人是有感情的高级
动物，因此，教学也离不开情感投入。正如著名的教育学家夏沔
尊说：“教育不能没有情感。” 

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员要注重情感投入。一方面，教员
要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知识和较强的数学文化修养，要了解数学
与其他学科的基本联系，能够深刻领会数学的博大精深和她的无
穷魅力，在传授数学知识和文化的同时，激发学员的求职欲望，
满足学员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教员还要充分调动自己对所教
课程的自豪感，发挥这种自豪感的情绪感染力，赋予高等数学知
识以情感色彩，融入数学美，让学员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使学员
产生对高等数学的热爱，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因此，在课堂教
学活动中，教员情感的投入，在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优异教学效
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 

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师生要加强沟通交流。俗话说，眼睛
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在上课时，要注意用眼睛与学员沟通交流，
采用环视和对视相结合的方法，环视使每个学员感到教员在注意
自己，而对视让学员感到教员特别关注自己，达到传递一种我不
能辜负教员的关爱要好好学习的信息，进而提高教学质量，获得
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教员还要充分利用课前和课间休息时间
与学员交流，除了交流学习以外，还可以和学员聊聊他们的思想、
爱好和生活、业余时间都在干些什么，是否自己也能参与进去；
聊聊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生活经历等等。这样，学员不会感到教员
高高在上，愿意与教员交流，达到以交促学的目的。 

三、增强数学文化，提升数学素养 
根据士官学员对本课程缺乏兴趣和信心的特点，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力求在对高等数学思想、精神、方法及其发现、产生、
演变、抽象、完善等过程的认识中融入数学文化，穿插介绍数学
史和数学家的生平事迹，适当介绍数学概念背景资料和应用前
景，让学员感知数学美及其文化价值、感知数学名家的人格魅力，
让学员探究那些想象力、创造力、努力交织在一起的故事，大大
提升学员学习数学的兴趣，拓展学员的视野，加深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例如，讲极限概念时，追溯到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在《九
章算术》中提出的“割圆术”；讲导数概念时，介绍数学史上的
第二次数学危机；讲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时，讲讲他们的生平事
迹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学员在轻松的环境下了解知识的来龙去
脉，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同时有利于拓广知识面，提升数学修养。 

四、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员记忆 
教与学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课堂上的互动是营造良好课

堂气氛的法宝，是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例如，将分组讨论
融入课堂教学。具体来说，将学员分成几个小组，问每组的答案，
并且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说明原因。针对每组的回答，教员给出
点评，进而使学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这样让所有学员都参
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有效地营造了融洽、和谐、活跃的课堂气
氛[2]。又如，把笑话融入课堂教学[3]。学员在学习导数时，常常犯
这样的错误，导数符号分割开来。期末考高等数学时，一学习较
差的学员坐在我后面抄，考完他对我说我做错了好多题，该约分
的没约分，他都自己改过来了，仔细一问，他把导数符号都约掉
了。另外，适当的幽默也能引发学员的听课效果，加深记忆。比
如，当提问鸦雀无声时，来一句“数学课是一个人的狂欢，一群
人的寂寞。”而当某个学员配合你回答问题时，再来一句“这就
是数学老师和学霸在秀恩爱。”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员适当
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也是一种调动学员积极性、
引发学员学习兴趣的手段。 

总之，在高等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学员为主体，
充分利用各种适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力求做到使教学内容
具有生命力、富有时代性、能跟上信息化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
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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