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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课堂教学融合数学建模思想的探究 
韩霖 

（成都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0） 

摘要：微积分是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难度较高的一门课程。作为教师，要想让学生学好这门课，就应当主动引导学生了解数学
建模思想，利用其经典模型，解决微积分课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
结构体系，真正地做到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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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积分概述及意义 
在高等数学中，微积分主要研究函数的微分、积分及有关概念

与应用的数学分支，是数学的一个基础学科，其内容主要包含极限、
积分学、微分学及其应用。如果将整个大学数学比作一棵大树，其
初等数学是树的根，名目繁多的数学分支就是树枝，其树干的主要
部分便是微积分。可以说微积分堪称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成就之
一，在社会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应用价值。 

2.微积分在目前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2.1 教学方式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就目前而言，在我国大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微积分学科并没

有引起一些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通过调查了解，许多学生反映
到微积分课堂教学内容有些枯燥乏味，在课上很难及时理解好微积
分课程的相关内容。其次，学生学习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这严重影
响了大学数学中微积分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加上由于微积分的设
计分析学数学知识内容较为复杂，学习起来较为吃力，其中更是涉
及到很多的活动内容，这与微积分课堂教学内容本身缺乏实践性、
枯燥性以及教学难度较大有直接关系。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
许多教师仍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微积分学习
兴趣较低，不易根据以往的数学学习基础来理解微积分课程教学知
识点。 

2.2 教学内容未能与实际相结合 
微积分是大学数学中非常的重要教学内容，在数学、物理等多

门课程教学中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大学学习阶段的必修课
程。然而就现阶段的微积分课堂教学而言，许多教师将微积分定义、
定理以及各种繁琐的公式等作为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内容，但是教
学内容难懂这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大多数学生，就好比课堂上所讲
解的内容从整体上来看就是一个毫无灵魂的框架，这也是微积分教
学成为大学阶段难点教学内容的原因，令老师和学生都感到头疼，
老师想讲懂却很难讲懂，学生想听懂也很难听懂。而现阶段，微积
分已被广泛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以在今后的微积分
教学过程中，应当重点讲解微积分对于解决物理等其他学科问题应
用，让学生真正能跟随老师走进微积分的世界，切实解决好教学内
容未涉及与当今时代相结合的教学问题。 

3.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微积分课堂教学的作用 
3.1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在微积分教学过程中，融入进数学建模的思想，会大大提升学

生学习的学习兴趣，使得微积分在学生眼里变得立体且富有色彩，
同时也让学生能更高效地学习微积分。教师通过数学建模的教学方
式，能让长串枯燥且复杂的信息瞬间转变成内容丰富、通俗易懂、
记忆简单的内容，帮助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就能更快更好地掌
握所学知识。 

3.2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外，数学建模思想的融入还大大提高

了学生对微积分学习效率，是一种从学生出发，从充分考虑学生的
角度出发的一种教育方式，对于学生来讲，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运用数学建模的思想，能将抽象问题立体化，
将微积分中一些知识点融合在一起，让学生清楚地知道每个独立的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效率。 

4.微积分教学中数学建模思想的应用 

4.1 微分中的应用 
在大学阶段的微积分课程教学中，原函数一般以对应多个微分

的形式呈现出来，两者之间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教师在进行微积分
公式讲解时，会推理一遍给学生看，旨在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
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借鉴数学建模的方式，提高学生的问题
解决能力及数学模型运用能力，防止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知识点而导
致学生不能解决微积分相关问题。例如，在碰到某些求其原函数的
题目，微分形式的求法会给学生造成误区，学生解题时常会忘记加
常数项，这时教师就需要在讲解过程中融入数学模型思想，强化学
生对微分学习中误区的清晰了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
趣。 

4.2 积分中的应用 
在定积分的教学过程中，就定积分中值定理来说，教师如果只

让学生记住其概念，可能会导致学生在做题过程中不知如何正确使
用定积分中值定理，学生思考问题缺乏灵活性，最终会导致无法真
正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如果能做到带领学生一
起建立数学模型，通过定积分中值定理的概念，恰到好处地做到与
数学模型相结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类似问题。例如：通过图像我
们可以看到，在定积分中值定理中有个重要条件是取值范围为闭区
间，也能看到在闭区间内为什么至少存在一个点让其成立，从而真
正学会该定理。通过建模的思想让学生真正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中
的误区。其次，我们都知道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主要告诉我们的是
定积分与原函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可以看到原函数在区间端点值
的差其实就是函数在该区间上的积分值。另外，在某些对称区间的
定积分计算中，如果我们能判断出该函数的奇偶，定积分值的计算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能结合数学模
型向学生讲解相关的知识，就能大大提升大学数学微积分的教学效
果。 

5.结语 
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到微积分课程教学中是大学数学教学发

展的大趋势，也是微积分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数学建模的
思想就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建模的思想可以帮助学生
主动建立一个案例模型，帮助那些平时靠着普通方法学习微积分、
效率低下的同学真正解决好微积分的学习与应用，可以说数学建模
思想融入微积分的课程教学在数学领域绝对是一项伟大的进步。 

在这个数学建模思维能力凸显的时代，能够找到适合自我，提
高成绩与效率的方法不容易，而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容易，坚持到底
却很难。作为教师更应当做好学生的引导者，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
确解决微积分问题的思想观念，真正做到推动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的
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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