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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高职院校高等数学

教学现状分析及思考

郝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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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逐渐深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趋势下，

高职院校教师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了合理的探索，从而有效推动了“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开展落实。然而，在使用“互联网+教学”

模式开展高等数学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学生高等数学知识学习效率相对较低，从而限制了学生高等数学能

力的培养与优化。本文以现阶段我国“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作为切入点，针对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发

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旨在进一步实现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水平的提升与优化，为我

国数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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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作为重要的教学内

容之一，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的合理开展有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实

现对于数学能力的培养与优化，对于我国数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不断发展，高职院校教师有效推动了“互联网+教学”模式的探

索，从而有效推动了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然而，就目前而言，经过大量实践，研究人员表示，现阶段，我

国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完善，从而

导致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综合水平相对偏低。基于此，研究人员表

示，高职院校数学教师应积极做好对于教学工作现状的合理评价

与有效反思，同时推动教学优化策略的制定与完善，以便为高等

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助力。

一、“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现状

（一）教师信息技术水平薄弱，不利于网络教学的开展

总的来看，在高职院校教学工作中，作为教学工作重要的组

织者，教师的互联网技术水平与教学理念对于教育工作的有效开

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价值。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高职院校高

等数学教师队伍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相对较为薄弱，从

而导致其在开展高等数学教学过的同时往往难以有效利用信息

技术实现对于教学工作的有效辅助，从而导致网络信息技术教学

效率相对偏低，难以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合理达成。与此同时，

部分教师的教育观念相对较为传统，从而导致其在日常教学过程

中对于网络教学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进而限制了网络教学模式

在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中的合理开展与有效落实。

（二）课堂教学模式较为单一，不利于学生兴趣的培养

从课堂教学模式的角度来看，就目前而言，我国高职院校高

等数学教学模式相对较为单一，主要以传统的填鸭式教育为主模

式下，从而导致教学工作往往缺乏足够的趣味性，不利于学生高

等数学学习兴趣的有效培养，对于学生数学知识掌握水平的提升

与优化造成了阻碍。与此同时，基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在课堂教

学环节中，高职院校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教学活动的合理

参与，进而不利于学生数学知识掌握水平的提升与合理改善，对

于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综合水平的提升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高等数学的抽象性较强，不利于学生知识的理解

从学科特征的角度分析，与其他学科相比，高等数学知识具

有较强的抽象性，且在学习过程中其对于学习者逻辑思维能力与

空间想象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从而导致高等数学知识学习难度

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学生群体的角度来看，在文化知识水平方

面，高职院校的学生能力水平相对偏低，从而导致其在高等数学

学习过程中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相关数学专业知识的合理理

解与有效掌握，进而限制了学生高等数学学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与优化。

（四）教学工作管理效率偏低，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课堂管理问题上，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人员表示，就目前

而言，我国高职院校在进行高等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并未有效

实现对于课堂管理工作的合理强化，从而导致高职院校高等数学

课堂管理效率相对偏低。基于此，大量高职院校教师往往难以对

学生高等数学知识掌握水平进行合理掌握，从而不利于教学方法

的针对性调整与改良，对于教学工作效率的提升与优化造成了极

为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课堂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模式相

对较为传统，从而导致管理工作的效率偏低，且容易受到个人主

观因素的影响，进而不利于教学工作的科学性调整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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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

学质量的措施

（一）优化教师队伍综合能力，提升教师网络应用能力

在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为了合理实现高等数学教

学工作质量的提升与优化，研究人员表示，数学教师应积极做好

对于自身教育能力的有效培养与合理优化，以便为高等数学教学

效率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与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数

学教师应积极做好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系统学习，从而有效实现

自身网络操作水平的提升改善，为高等数学教学工作和互联网的

有效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以便提升课堂教学过程中网络

信息技术的应用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数学教师积极

做好对于先进教学观念的学习，从而有效认识到互联网加教学模

式对于现阶段我国教育行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以便合理推动技

术的有效融合，为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的多元化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对高等数学教材中《集合、常量与变量》

的相关知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的学习，教师可以

有效利用网络设备进行课件的制作，从而帮助学生对教学知识点

进行梳理。

（二）有效促进教学模式拓展，实现学生学习兴趣培养

针对高职院校学生数学知识学习兴趣薄弱的问题，经过大量

教学实践，研究人员表示，为了有效实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培养

调动，数学教师在开展高等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应有效实现对于教

学模式的核心探索与优化，以便推动课堂教学环节的合理丰富，

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高等数学知识学习环境。例如，在对

高等数学教材中《初等函数》的相关知识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

过教学模式的有效探索，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小组竞赛的方式

就函数的概念与性质等知识点进行探究，以便合理实现学生知识

学习兴趣探究积极性的培养，从而进一步实现学生高等数学知识

掌握水平的优化。

（三）合理应用网络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实现知识理解

研究人员表示，在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针对高等

数学知识抽象性强的特征，为了有效帮助学生实现对于相关知识

的合理理解，数学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做好对于

相关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有效引入与合理应用，从而利用多媒体设

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数学知识学习空间，以便帮助学生更为

直观的对抽象性的高等数学知识进行合理的理解与掌握。例如，

在对高等数学教材中《空间立体图形的投影》一课进行教学的过

程中，通过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应用，数学教师可以就相关立体图

形的投影情况进行全面的展示，从而帮助学生对于相关高等数学

知识进行有效的理解。

（四）做好网络教学平台搭建，推动教学方法合理调节

针对高职院校高等数学课堂教学环节管理效率偏低的问题，

研究人员指出，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数学教师可以有效利用网

络技术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合理搭建，以便实现对于学生数据信

息的动态管理。在这一问题上，经过大量实践，研究人员指出，

通过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数学教师可以对学生相关知识掌握水

平进行有效测验，以便及时对学生知识理解情况进行评估。同时，

在此过程中，通过大数据计算技术的有效引入，数学教师可以更

为客观的对学生高等数学知识掌握水平进行合理的分析，以便对

学生知识理解误区进行及时定位并开展针对性训练内容的制定，

从而积极提升学生高等数学知识掌握水平。例如，在对高等数学

教材中《空间曲线及其方程》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教学

平台的应用，教师可以对学生的高等数学知识掌握水平进行分析

与评估，从而依据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制定针对性的强化训练方案，

以便确保梯度教学的开展。

结语：

总的来看，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互联网+”已经成

为了我国人民群众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此过程中，

对于教育行业而言，为了有效实现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变革，大

量教育工作者针对“互联网+教学”模式进行了合理的探索，从

而有效推动了我国教学模式的转变。其中，在高职院校高等数学

教学工作中，通过“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数学教师有效

实现了对于教学模式的创新，然而，实践表明，由于教师网络教

学经验相对较为匮乏，从而导致相关教学工作的开展的过程中往

往存在一定的不足，进而不利于教学工作质量的保障。针对这一

问题，研究人员表示，作为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教

师应有效做好对于网络技术与先进教育理念的合理学习，以便有

效推动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开展，从而为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质

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宝利.论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高职“高等数学”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J].智库时代,2019(22):63-64.

[2] 郭蕾.“互联网+项目化”教学在高职高数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8(06):105-110.

[3] 叶春辉.互联网云平台下的高职高等数学课程改革浅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04):128-129.

[4] 向莹.“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数学学习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以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学生为例[J].职教通讯,2016(24):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