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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优体验理论的高等数学教学策略探析
陈海霞　宋　扬　殷　妙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山东 青岛 266041）

摘要：随着职教改革的深入，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逐步转型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本文以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剖析了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究了将最优体

验理论应用于高等数学教学的可行性，给出了提高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高等数学教学质量和效率的策略，为我国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数

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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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

职业本科教育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的重要方向。民办应用型

本科高校以“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因此其专业主要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设置，为一些急需高层次技术

技能人才的产业领域如智能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新能源等提供人才支撑。数学乃科学之母，高等数学是工程

技术以及经管类等专业的基础学科，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很强，

且其很多微积分理论都可在专业课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民

办应用型本科高校由于其生源结构不佳，学生数学成绩普遍较低，

缺乏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与积极性，这将极大地影响其专业课程

的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发展。因此，针对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生源

特点，研究如何提高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及主动性，对高等

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 研究基础

最优体验的概念是由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米哈里·契

克森米哈赖在其著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中首次提出的。他在研究“人

在什么时候最幸福”的问题时发现，当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一

件事情，达到忘我的境界，由此获得内心秩序和安宁的状态时

会产生幸福的感觉，这种状态就是“最优体验”，或者称之为“心

流”。

已有学者将最优体验理论应用在教育教学中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王哲把最优体验引入职业教育中，认为应用最优体验理论

能够让职校生学会成长、体验成长、享受成长。尚文岚认为最优

体验和深度学习在很多方面高度契合，探讨了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进行基于最优体验的英语阅读深度学习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对

最优体验教学在学生英语阅读深度学习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

析。柏笑寒等人选择微观经济学作为目标课程，将体验心理学应

用到实践教学中进行课堂教学设计优化，发现其对于学生课堂专

注力提升、学习畏难情绪弱化有较好作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最优体验理论应用到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

中。下面以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为例，结合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高

等数学教学实际，研究将最优体验理论应用于高等数学课程教学

的可行性，并提出优化高等数学教学的策略。

二、 问题的提出

目前，山东省公布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一共有 36 所，其中民办

应用型本科高校有 10 所，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为其中之一。笔者对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2021 级电气自动化、网络工程、土木工程、物

流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及数学课任课教师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

谈，总结出了目前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五个方面：数学基础薄弱，畏难心理较大；缺乏学习数学

的兴趣，整体学习氛围较差；中学数学与本科 数学知识衔接存在

问题；对本科数学教学方法不适应，学习主动性较弱；缺乏明确

的学习目标。

“以学为中心”是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教育

改革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教育教学活动要以学生的学习和个人

发展为中心。因此，提高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高等数学教学的质

量要从 解决上述问题入手，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其学习

数学的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好的体验。

三、 最优体验理论应用于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契克森米哈赖的最优体验理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能产生

心流，比如阅读、瑜伽、运动、思考、写作等。但是“心流”不

是人类心灵的恒常状态，更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人在生活中

苦苦挣扎的瞬间展现的灵光。那么数学课程的学习也不例外，比

如，对一道比较难以解决的数学题目，当你想到了其解题方法时，

大脑特别兴奋，有喜出望外之感，此即为心流的一次体验。结合“心

流”的构成要素和特征，以及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在高等数

学学习中的状况，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挑战与技能的平衡

该理论认为最优体验产生的关键是挑战与技能的平衡。挑战

过于简单就会让人感觉乏味，挑战过于复杂容易造成挫折感。根

据“85% 规则”，当学生对课堂中超过 85% 的教学内容有较强的

熟悉度和控制感时，能提高其学习效率和专注度，达到最优学习

状态，从而产生“心流”体验。数学课程的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因此知识和技能的平衡也应该是动态的。借助契克森米哈赖的“心

流”体验图（见图 1），以高等数学中函数极限的学习为例，学

生在学习中的这种动态平衡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图 1 “心流”体验图

在学习函数极限之前，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函数，且

在上一节课刚刚学过数列极限，此时学生在解决有关数列极限的

相关问题时，会比较顺畅，这时他很可能会感受到心流，即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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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 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到的知识技能进步了，如果继续

让他学习这一部分内容，他会感到厌烦，从而偏离“心流”渠道，

也就是处于图中的 A ②；或者他可能遇到一个难度相对较大的、

用他现在的知识技能无法解决的题目，比如“证明
0

0lim
x x

x x
→

= ”，

因为数列极限中自变量 n 只能取正整数，且只需要考虑当 n →∞

时数列的极限，而对于函数极限来说，自变量的取值不再局限于

正整数，对学生来说超出了其能力范围，此时他可能会感到焦虑，

导致其偏离“心流”渠道，即处于图中的 A ③。

A ②和 A ③都不在“心流”渠道中，学生此时会产生回到

“心流”渠道的动机，做法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挑战的难度

（针对 A ②），确立一个跟他此时的能力相匹配的新目标新挑

战，比如通过观察图像找出某个简单函数的极限，他就能沿路径

A ②→ A ④重新进入“心流”渠道，获得“心流”体验；另一选

择是提升自身知识技能（针对 A ③），学习函数极限的概念，

掌握两大类自变量的变化情况下函数极限的几何描述、定性描述

及定量描述，使之与新挑战相匹配，也能再次进入“心流”渠道

（A ③→ A ④）。

A ①和 A ④虽然都在“心流”渠道中，但 A ④所代表的学生

的知识结构复杂程度要高于 A ①，而且随着学习的继续，这种状

态也不稳定，学生会再次产生厌烦或者焦虑，需要再设法回到“心

流”渠道，其知识结构也将达到更复杂的程度。从心理学层面来

看，兴趣与认识和情感相联系，随着学生对学习内容认识的加深，

学习兴趣也会愈加浓厚，从而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最优体验。

（二）明确目标，及时回馈

该理论认为最优体验之所以能达到完全的投入，是因为活动

的目标明确，而且能得到及时的回馈。

下面以高等数学中函数极限这一节为例。函数极限概念是高

等数学微积分理论中大部分概念的基础，比如函数连续性、导数、

定积分、级数的收敛等，同时也是高等数学教学中的第一个重难点。

学生在学习过数列极限后，对于函数极限的几何描述和定性描述

都不难理解，但是要理解掌握本节课的重点，即函数极限在两大

类六种情况下的精确定义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教学设计中，

可以考虑学生的专业和生活实际，从其身边的实际问题切入。比如，

学习 x →∞时函数极限的概念，对于经管类的学生，可以设计一

道计算存款本金和利息的题目，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用已有的

知识尝试解决问题，让其产生学习函数极限的兴趣和动机；然后

引出函数极限的概念，从图像上的直观理解到文字的定性描述，

最后给出 x →∞时函数极限的“ε-X”定义。为了验证学生对定义

的理解程度，再设计一道证明题，让学生运用函数极限定义证明

极限 ，比如
sinlim 0

x

x
x→∞

= 。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函数极限概

念的理解。最后回到存款本息的题目，让学生再次思考解决方案，

感受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增强学习数学的信心。

另外，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及时的反馈，

比如数学符号书写的规范性、证明过程的严谨性等，让学生明确

数学语言使用的标准以及自身对本节课所学知识掌握的程度。

四、 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最优体验理论中的核心观点与高等

数学教学中的关键点存在高度的契合，将最优体验理论应用于民

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将最优体验理论应用到

高等数学的教学中是可行的。结合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特点，

对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协助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最优体验产生的关键是挑

战与技能的平衡，也就是要求学生面对的新知与其掌握的旧知达

到适当的比例。根据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的特点，需要教

师合理安排每个学时的新知数量，做好新旧知识衔接，让学生在

学习高等数学的过程中感受到“心流”，学会发现“心流”，并

在学生偏离“心流”渠道时，适时地将学生拉回到“心流”渠道

中来，让学生在最优体验中实现知识技能的提升。经过教师一段

时间的引导，学生逐渐学会自己获得“心流”，控制“心流”，

从而进入学习高等数学的良性循环状态。

2. 教学目标与学生需要相结合。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

多数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认识不到学习高等数学的重要性及意

义，因此教师在设定教学目标时，除了基本的知识技能情感目标外，

应与学生生活、所学专业及未来职业相结合，将目标细化，让学

生体会到学习高等数学是实现自身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而激发其学习内驱力。比如前述在讲解函数极限的概念之前，通

过一道关于银行存款利息的题目，让学生感受到高等数学与生活

的息息相关，也让经济类相关专业的学生看到高等数学与其专业

课程的紧密关联，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学习高等数学的意义。另外，

可以鼓励学生学习数学建模或参加数学建模大赛。在数学建模的

过程中既可以让学生看到数学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也能够提高

学生的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3. 根据注意力规律安排课堂教学活动。影响注意力的因素主

要有刺激和时间两个方面，在一堂 50 分钟的高等数学课程中，如

何让学生的注意力保持在最佳水平，直接关系到其学习效率。在

高等数学的教学活动中，刺激主要体现为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

因此，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与旧知的关联程度要适当，比如在

函数极限这一节中，要在学生掌握了函数及其图像、数列极限以

后进行学习，并且引入函数极限的概念时也是先从学生熟悉的图

像和定性描述入手，再讲授其精确定义。在时间安排上，参照学

生的注意力与时间关系的“学习曲线”以及脑科学研究的注意力“10

分钟法则”，老师要特别注重用好每堂课的前 10 分钟和后 10 分钟，

教学方式每 10 分钟稍作改变，以维持学生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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