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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学数学的教学改革，层出不穷。朱长江等在文 [1]中
提出了以生为本的教学主张，在教学中进行多元融合的教学理念。
刘颖等也在文 [2]中针对以生为本展开了新工科的教学改革。蔡
映辉等在文 [3]中提出了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教学思路改革。赵雁
楠在文 [4]中从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数学教学的改革。这些教学改
革的宗旨无外乎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才，用所学知识
为社会做贡献。
这就使得教学脱离不了考虑教授对象的特性，不同的授课

对象，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就是要做到“以生
为本”，透析教材，实现教材、学生的融合，让教学发挥最大的
效能。传统的大学数学教学目标通常定位为了解大学数学中的所
有概念，掌握大学数学中的所有公式，学会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相
关问题。这种终极目标套用于大学数学的各个分支课程，而对这
目标实现的表现手法，采用的是一考定结果的方式。在目前教育
手段多样化，教学表现手法技术化的时代，用此种方式来检验教
学目标，就显得大学数学教学目标的单一、呆板、滞后。
尤其对于“中升本”这一类学生而言，该教学目标就显得

尤为不适。而教学目标定位的落后，就会使得课程教学束手束脚，
无法充分施展。从而导致教与学的背道而驰，无法达到教育的
最终目的。穆丽婉在文 [5]中就对“中升本”学生的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了研究。对大学数学教学目标进行定位研究，就显得破
在眉睫。只有理清楚“中升本”学生大学数学教学目标，才能
更好的服务于这类学生的大学数学教学。而大学数学教学目标
如何划分子目标，又如何进行实现，成为这一论题的重中之重。

1、教学目标定位

    在进行大学数学教学目标定位之前，必须理顺“中升本”学
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升本”学生的培养根据国家教育
部的要求，这类学生是作为应用技术类型的人才进行高知识、
高能力的学习。对于该类学生的课程设定必须紧紧围绕“岗位
能力”培养进行，充分利用其在中等职业学校所学习到的基本
技能，进一步提高其理论知识的储备，从而促进其实践技能的
提升。弄清了培养目标的定位，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对于其大
学数学的教学，就可展开对于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2007年，
石循忠在文 [6]中就探讨了过程性目标教学。本文分别从知识、
能力、服务、应用四个方面进行大学数学教学目标定位探索。

1.1 知识教学目标定位
大学数学的知识大类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整体的知识结构讲究从概念到运算，再到运用的一个过程。这
三类大知识各自的侧重点又各有特点，教学产生的效果有显著
的差异。
对于知识的教学目标通常要求学生掌握数学表述的严格定

义，例如数列极限的“ ”定义，而这一定义中的 的任意性，

就够学生琢磨很久了。自然在进入大学数学之门时，就设定了
一个高高的门槛，挡住了学生继续求知的道路，湮灭了学生探
索未知的热情。于是刘生贵在文 [7]中提出了变易理论指导下的
大学数学教学。
如果能提前了解学生的知识能力，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特征，

制定符合学生定位的知识教学目标，就能够降低这一进入大学
数学的关隘，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由于“中升本”学生之前
的所具备的数学学科知识能力较低，严谨的数学知识表述及运
算已经不符合其学习需求，此时对于大学数学的教学更应该注
重对其学科素养的培养，让其了解大学数学的起源，与实际问
题的关联，
以及对大学数学所涉及的著名公式的历史渊源，就显得尤

为重要。在叙述各个知识点的历史渊源及发现的来之不易，让学
生从故事中去体会大学数学的美，激发其对大学数学的认同感。
大学数学知识教学目标定位为大学数学学科素养的培育，

自然科学之旅的探秘，就会使得对于“中升本”大学数学的教
学必须做到浅出的表达，进一步激励授课教师综合能力的提高。

1.2 能力教学目标定位
“中升本”学生作为从中等职业院校升入本科，国家培养

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其职业能力。这一能力提高在大学数学教
学如何进行实现，也成为大学数学教学目标定位之一。
数学作为学习数的学科，从简单直观的数字到抽象复杂的

函数，都离不开进行运算。要进行运算就必须制定运算法则，
只有在一定的运算法则下，才会出现符合这一运算法则的运算
结果。而在运用运算法则时又会涉及变换的技巧，过多的技巧
训练反而不适合“中升本”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耽误了时
间，更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架起了鸿沟。在当代科技技术发达的
情况下，软件开发层出不穷，大学数学的计算不应该仍停留在
传统手工计算的层面上，而应该充分利用数学软件如：matlab、
mathematics等来解决计算问题。课堂上展现的大学数学的教学
应着重放在思维能力与分析能力的培养上。学生理清了解决一
个问题的思路及需借助的数学工具，就可以利用数学软件编辑
程序来完成需要的计算。
大学数学对“中升本”学生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的培养，

可以推动其职业能力。数学软件教学的介入，可以更好的提高
其动手能力，也助推其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1.3 服务教学目标定位
大学数学教学的内容主要在于服务于其它学科。在其它学

科中，数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它为其他学科提供计算方法
和处理技巧。在教学中明确这一定位，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的
认识大学数学课程在其对应学科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激发
学生学习大学数学各门课程的兴趣。改善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
矛盾，融洽师生关系。
授课教师了解了大学数学课程的服务教学定位，就会进一

“中升本”学生大学数学教学目标定位研究

【摘     要】 “中升本”学生是与时俱进的一批人才。对于其大学数学教学首当其冲应理清其教学目标，只有掌握了其教学目标的定位，

才能为这类学生的大学数学学习做好教学。本文分别从知识、能力、服务、应用四个教学目标定位展开研究，为“中升本”

学生的大学数学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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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思考教学的内容，改善教学手段，积极进行大学数学的教
学改革。在完善服务教学目标上，会根据教授对象的特征，调
整教学内容的顺序，提高教学内容的表现手法，使得大学数学
各门课程的教学尽可能的贴近教授对象的需求。
对于“中升本”的大学数学的服务教学定位一定要结合“中

升本”学生的特殊性，区别于正常高中起点的本科生。在服务
教学意识上一定要做到低要求，简叙述，高产出的效果，这样
才能让文化起点低的“中升本”学生乐于接受，更好的做到为
其专业服务的需求，也能让他们在专业拓展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其在专业上未来的发展提供潜在的拓展服务。

1.4 应用教学目标定位
大学数学个课程的内容不是凭空胡编乱造的知识，它是很

多杰出的科学家人类社会面对自然界中的问题，为解决这些实
际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手段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因此在大学数学的教学必须明确应用定位。让数学来源于自然，
回归自然。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既然大学数学的各门课
程内容都有对应的实际问题，那么在教学中注重应用的教学，
会让原本枯燥繁琐的数学公式显得生动，数学概念就会更加具
有说服力，让学生跟愿意主动去学习大学数学的相关课程。
“中升本”学生学习的高等数学主要是微积分的内容，而

微积分包括微分和积分。在引入导数的定义 [8]时通常会介绍瞬
时速度的计算思想和切线的形成过程，这两个实际引例对于理
工科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实际问题的展现。但是对于经济类的
学生来说，却显得不合。如果用经济上的边际利润的实际例子
进行引入，就会让这类专业的学生感受到大学数学的应用价值。

大学数学的应用教学目标定位明确后，修改相应内容的引例，
使得教学启发跟符合专业的需求，也能更好的服务专业，解决
专业问题中的实际问题。在后续概念公式的应用中，也应该围
绕对应专业，列举相应的实际问题以供学生观摩学习。在学习中，
感受到大学数学的价值与作用。

2、结语

    理清了“中升本”学生的大学数学教学目标定位，从中可以
发现围绕该定位，就必须从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革新。它不仅
涉及教材教法，还涉及教学展现手段，每一个环节都不可分离。
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使得教学更上一层楼。而要做好这里的每
一个环节，都要求教师潜心于教学，努力钻研教材，时刻更新
教学手段，掌握最新的教学信息技术手段，融合专业软件，更
好的展现教学内容。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升本”学生的特点，
做到有的放矢，进行针对性的实施教学。只有掌握本质，围绕
该学科对于该生的教学定位，才能更好的完成“中升本”学生
的大学数学教学，从而达到大学数学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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