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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学教学提升学生兴趣的策略探究
王麒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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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升高校数学课的教学质量一直是困扰大学教育

界的一大难题。在诸多解决方法中，兴趣学习法通过引导学生，

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产生了极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将聚焦提升

学生学习兴趣的具体方法，探讨提升高校数学教学质量的有效措

施，以供专业人士进行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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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的高校数学教学经验中可以总结出，高等数学相较于

其他学科，逻辑性较强，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要求较高。高等数学

的本身特点使大部分学生无法对其产生兴趣，甚至容易产生厌倦

感，不利于高校数学教学的展开。但另一方面，高等数学作为一

门基础学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对学生

的综合素质有极大的帮助，推动高校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提高

大学生综合素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如何克服高等数学

的客观困难，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是各大高校高等数学教师们普

遍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将根据作者多年数学教学经验，简单分

析提升教学质量的几种方法。以下主要围绕着高校数学教学中点

燃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展开分析与探讨。

一、培养学生直觉思维能力，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

直觉是一种直观感受，是一种未经分析推理的主观观点。在

高等数学层面，直觉通常体现为熟悉数学的人可以在面对无法做

出的题目时，凭借对整体知识的熟悉程度，直接获得答案。强调

的是，直觉的产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大量的学习与练习才

能形成。高校教师在进行数学授课时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直

觉思维，通过关联知识的对比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联想与想象，

进而培养学生直觉能力。

例如，在讲解罗尔定理时，通过增删前提条件，引导学生理

解罗尔定理的局限性，并从罗尔定理中拓展，一步步推导出微分

中值定理，同时，教师运用这种思维引导学生运用直觉推断出拉

格朗日定理。直觉教学法的优势在于教学方式并不是单纯的填充

知识，而是在教学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并能很好地吸

引学生注意力，提升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兴趣。

二、要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我国高等数学教学课堂普遍存在一种现象，课堂前排学生专

注听讲，后排学生不愿意听课转而处理自己的事务，教师对后排

学生的表现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学生对高数内容的不感兴趣进而

引发了教师授课的不用心。归根结底，教师难以调动学生对高等

数学的兴趣，并且在授课方式上缺乏变通，枯燥乏味，无法吸引

学生注意力。大学教师虽然相较于初高中老师不用负那么多的责

任，无需维护大学课堂秩序，但也要秉承教学的热情，通过与学

生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

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的不同阶段预留时间，允许学生提问

和讨论，既能帮助学生稳固知识点，又能提升学生对知识点的理

解程度，还能使学生树立学习信心，产生一种“这个我也能学得

下来”的思维认知，最终使学生们对高等数学产生兴趣。

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到“因材施教”与“一视同仁”

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做到“一视同仁”，也要做到“因

材施教”。大学由于招收的学生来自多个地区，教育水平不同，

同一个班里的学生在数学能力上会有很大差别。面对这样的情况，

教学老师不能仅关注那些数学基础能力强的学生，还要关注数学

能力差的学生的学习情况，正真做到“一视同仁”。同时，教师

应该根据在课堂上的不同的学习进度安排教学计划，充分照顾来

自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的学生，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提升学生

解题自信心。

另外，高校教师应当肩负引导学生的责任，努力使学生亲近

自己。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号召学生传递小纸条的方式接近学生，

了解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的满意点和不满之处。在认识到教学方法

的不足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同学之间的距离。

四、注重知识的应用性，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方位广，任何科学领域在研究到

顶尖领域都离不开对高等数学知识的运用。高等数学在授课时知

识通常是空泛的，容易使学生质疑学习高等数学的价值。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运用实际运用案例证明高等数学定理的价值。例

如，通过说明微分方程在导弹弹道计算时的作用，向学生普及微

分方程的应用价值，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兴趣程度。

五、结语

综合来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提升高校数学教学质量的必

经之路。如果教师缺乏主动性和耐心，学生将难以树立对高等数

学的信心和重视，最终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无法熟练运用高等

数学知识进行分析，并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教师一定要发挥好这

个职业的社会作用，以强大的耐心，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措施与设备，

营造适合学习高等数学的课堂环境，激发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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