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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数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程　晨　谭志聪　解　康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初等数论》是数学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但目前我国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中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 本文结合《初等数论》的

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三方面入手，对如何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进行了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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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初等数论》是师范类本科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开设的一门

重要的基础专业课，是一个古老的数学分支，主要研究整数的基

本性质，其内容包括整除理论、不定方程、同余理论、原根与指标、

连分数和数论函数 .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通过对《初等数论》

的学习，能加深对整数的性质的了解与认识，掌握初等数论的最

基本的内容、基本理论，便于理解和学习与其相关的一些课程；

同时能用高等数学观点理解中学数学知识，为从事中小学数学教

学工作提供宏观理论的积累 .

《初等数论》这门课程对学生学好数学专业相关课程，加强

未来职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该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了以

下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前大学生对课堂缺乏兴趣和动力，导致出

勤率偏低，存在学生在上课时使用手机、打瞌睡甚至无故缺席等

现象，大学课堂普遍以老师的单向灌输为主，缺乏师生互动；同

时教师难以准确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 . 数学课程教师的教学

内容普遍侧重于专业知识，缺乏对课程思政素材的挖掘 . 学生的

数学基础参差不齐，再加上教材几乎只注重定理的理论证明和定

义的文字阐释，缺少相关知识点的例题，这种情况下，一些基础

薄弱的学生会对课本内容产生畏难情绪，并且无法真正理解课本

知识 . 数学课程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专业

课的教学模式大多都是由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数学学习

无法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以至学生会提出“学这个有什么用”

的疑问，缺乏自主学习的热情 . 目前的教学评价方式过于偏重终

结性评价和学习结果，缺少过程性评价，忽视了个体差异，单一

的考试成绩不能满足于评价学生思维品质、应用和学习能力等方

面的需要，评价效果较差 . 针对上述问题，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入手，对《初等数论》 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究 .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果

（一）深挖课程思政，提升育人实效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实现价值引领、知

识教育和能力培养有机统一 . 在初等数论已经有 2000 年的历史，

公元前 300 年，欧几里得证明 了有无穷多个素数；公元前 250 年，

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塞尼创立了一种筛法 . 随后，众多数学家对

该领域的理论进行了不断丰富，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如

费马（费马大定理、费马小定理）、欧拉（欧拉定理）和高斯（二

次互反律等内容）. 中国古代对初等数论的研究也有着光辉的成

就，《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邱建算经》《数书九章》等

古文献上都有记载 .《初等数论》这门课程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素

材，需要教师巧妙地运用于课堂教学 . 如在学习一元线性同余方

程组问题时，可用《孙子算经》卷下第二十六题——“物不知数”

引出本节课的知识，其原题为“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

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 . 问物几何？”待学生思考后给出

算经中的解法，可列表如下：

除

数

余

数

最小公

倍数

衍数 乘率 各总 答数 最小答数

3 2 3×5×7

=105

5×7 2 35×2×2 140+63+30

=233

233-

2×105

=23

5 3 7×3 1 21×1×3

7 2 3×5 1 15×1×2

随后说明这是我国古代数学家给出的解法，加以推广后变成

为“孙子定理”，又称中国剩余定理，是初等数论中的一个重要定理，

比欧洲早 500 年，凝结着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智慧，在加密、秘密

共享、数字签名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 . 通过介绍中国剩余定理的

地位和作用，展示了我国在数学研究上的辉煌历史，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 教师也可以在结合课程中的概念或

定理，融入科学家的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 . 如在学习“高斯函数”

的定义时，介绍数学王子高斯的生平和成果，他在数论、代数论、

微分几何、非欧几何、复变函数、算学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奠基

性的贡献，并且在天文学，物理学，大地测量学上也取得非凡的

成就，甚至诱导着相对论的产生 . 高斯的成就得益于其对数学的

热爱、对挫折的无畏和勤奋刻苦的学习，鼓励学生培养坚韧不拔

的品质和终身学习的习惯 .

（二）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 抽象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善于把握具体与抽象的关系 . 数学课

本上的定义和定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一方面教师在

教学中可通过具体的例子和习题帮助学生理解 . 如学习同余的概

念“给定一个正整数 m，把它叫作模，如果用 m 去除任意两个

整数 a 与 b 所得的余数相同，我们就说 a，b 对模 m 同余，记作

( )moda b m≡ .”对于抽象的定义，基础薄弱的学生比较难以反应
过来，教师可利用具体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如 2 去除 7 与 11 所

得的余数都为 1，则可用符号 ( )7 11 mod 2≡ 来表示，其中正整数 2
是模 . 还可以进一步通过以下的判断题：（1）21 与 12 同余 ；（2）

9 与 15 对模 3 同余；（3）71 与 80 对模 7 同余来帮助学生加深印象 . 另

一方面可通过具体的例子总结出一般规律，如在学习欧拉函数的

性质时，可让学生通过以下取值：

m 2 3 5 7 11 13

( )mϕ 1 2 4 6 10 12

得出结论：当 p 是素数时， ( ) 1p pϕ = − . 这样有利于学生自主

得出相关定理，加深知识点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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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应用意识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尽量将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

起 . 很多学生都将“生活”与“数学学习”割裂开来，加之数学知

识本身的严密性，导致学生们觉得数学课很枯燥，缺乏上课的热情，

教师可通过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作用和

魅力 . 如在学习“不定方程”这一节的内容时，可用《张邱建算经》

中的一个难题导入“今有鸡翁一，直钱五，鸡母一，直钱三，鸡雏三，

直钱一 . 凡百钱买鸡百只 . 问鸡翁、鸡母、鸡雏各几何？”通过这

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也使他们深刻认

识 到数学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 

（四）提升解题能力，激发学生兴 趣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与数学竞赛和公务员考试有关内容

的渗透 . 如在学习高斯取整函数的定义“函数 [x] 的值等于不大于

x 的最大整数”后，让学生思考 2009 年全国联赛题的一道题目“方

程 x2-2[x]-3=0 的解的个数为？”该题将初中的一元二次方程与高

斯取整函数的定义（[x] ≤ x）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学生将知识融

会贯通、灵活运用 .《初等数论》中的整除、不定方程、欧拉函数、

同余等知识与中小学数学知识联系密切，这门课程的开设对象是

师范类本科院校数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将来主要从事中小学数学

老师，有益于为他们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培养兴趣，

做好准备 . 又比如在 2015 年黑龙江公务员行测考试第 63 题“某次

考试，题目是 30 道多项选择题，每题选对所有正确选项 3 分，少

选且正确得 1 分，不选或选错倒扣 1 分，小王最终得分为 50 分，

现要求改变评分方式，选对所有正确选项得 4 分，少选且正确得

1 分，不选或错选倒扣 2 分，问这种评分方式下小王将的多少分？”，

这道题考察的是数论中知识点——不定方程 . 增加对公务员考试

题的讲解，一方面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能使学生全面的掌握知

识点，并能够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可以让对有考公务员规划的学

生提前了解相关考题，增加就业竞争力 .

三、改进教学手段，突出学生主导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适当借助信息技术，发挥学生的主导

性 . 本人在数论的教授过程采用了智慧教学软件 H iTeach，它集课

堂经营、电子白板、师生互动和学习评量等四大课堂教学功能于

一身，同时还具备合作学习、互动学习、任务学习、测验学习、

差异化学习、互评学习、协作学习七大数字教学方法与策略，

可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 如在教授“高斯函数”的定义时， 利用

HiTeach 上传作品的功能请学生求以下题目：{π}，{e}，{-π}， 2
3
 
  

，

3
5

 −  
， 3

5
 − 
 

，{π}，{ }2 ，{-π}，可以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将写好

的结果拍照上传到 HiTeach 系统中，教师挑选个别学生的作答分

析题目并给出结果，然后学生在手机上相互批改 . 这个教学环节

可以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

同时对于当面指出的错误，学生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 借助教学软

件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帮助

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

四、完善教学方法，培养学习品质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采取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完整流程包括三部分：学

生进行课前线上预习、课中线下讲授和课后线上线下答疑 . 三部

分具体内容如下：课前线上：在 Mocc 建立这门课的学习资源，它

包含学习视频、课件、练习题等内容，学习视频是根据学生基础

对知识进行针对性讲解，练习题的难度呈现层次性，以满足不同

基础学生的需求，在上课前一天发布下节课相关的预习资料 . 数

论中定理、引理较多，内容章节之间较独立，课本中几乎是定理

的证明，缺少相关知识的习题和例题，学生的畏难情绪大，线上

预习部分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 学习视频能够为学生提供对下

节课所要学习知识的初步了解，同时在课堂上重点关注存疑的知

识点进行听讲；学生还可提前思考课件上的问题，锻炼自主思考

的能力，同时也节约课上时间 . 课中线下讲授部分：首先，通过

小组选举代表进行课前预习展示，以任务驱动学生并提升他们的

合作和语言表达能力；然后根据学生的预习反馈，更有针对性地

对知识点进行讲授，梳理相关的内容的脉络，总结知识的要点 . 课

中全程使用智慧教学软件与学生互动，根据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及时调整上课节奏 . 课后线上线下答疑部分：首先，通过布置

分层作业、测试，了解学生对该章节内容的掌握程度，及时在下

节课上纠正学生对知识的错误理解；其次，利用通讯软件和 Mocc

平台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答，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

（二）优化教学评价方式，注重过程学习

目前高校课程的成绩评定主要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然

而，平时成绩仅基于课堂表现、考勤和作业情况给出，过程性评

价不够具体，忽视学生学习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评价 . 将

下表中的评分标准贯穿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全过程中去，该评

价方式更加注重了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有助于

全面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 .

项目 知识掌握 能力培养 综合测试

线上 线上 + 线下 线下

终结考试观看

视频

章节

检验

预习

笔记

课堂

互动

课后

反馈

期中

考试

课堂

总结

占比 4 6 5 10 5 5 5 6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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