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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办高校（非数学专业）数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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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我国民办高校（非数学专业）数学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专业文理混招生存在数学基础相

差悬殊的情况，不便同班数学教学，以及教材选用与学生认知现状欠匹配等问题。为了使学生学有所得，适应专业学习和未

来发展需要，提出分类构建数学课程群，按专业需求和学生未来发展需要配置课程，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在每个课程群中

将学生按数学基础分类编班，配置相应的数学课程进行教学，其特点是可以缓解当前因学生基础相差悬殊不便于同堂进行数

学教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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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在经济、管理、冶金、地质、勘探、石油、化工、

生物、建筑、航空、航天、卫星通信、工程设计与制造等领

域被视为工具学科，数学课程自然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专业基

础必修课程，无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是培养空间

想象能力，学好数学对学生专业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

尽管近十年来有众多数学教育工作者在研究，发表论文有百

余篇[1-4]。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民办高校的数学公共

课教学，不论在数学课程设置还是数学教学管理方面，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院校给经济类的学生只开设一元函

数的简单微积分计算以及线性代数中的解线性方程组，不开

设多元函数的微积分、无穷积分，瑕积分也不开设；有的甚

至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大纲执行不下去，不得不根据学生情

况，能听懂什么就讲点什么，美其名曰“因材施教”。有的

教学时抽象的数学知识讲得比较多，而数学实际应用讲得比

较少，导致很多学生认为数学实在是抽象、枯燥、难懂，学

了也不会用，从而不愿学，甚至放弃数学的学习，进而影响

专业学习，甚至毕业。

本文将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浅谈对民办高校数学

课程教学的一些思考。

一、民办高校数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

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学生由于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有的觉得自己中学数学基础太差，中学的常量数学

都没学好，对于大学的变量数学不知道怎样学，从而产生恐

惧、厌学心理。

（二）基础相差太悬殊不便于教学

民办高校有的专业文理考生混招，按专业分班，组织教

学，同一教学班的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差太悬殊，教学时只能

采用就低原则，这样不但基础差的学生没有培养上来，还导

致有些基础好的同学学习动力也在下降局面。

（三）学数学与用数学结合的不好

由于学时的限制，有的数学课程沿用中学应试教育的教

学方式，采用刷题的教学形式，既不讲理论，也不讲实际应

用，与学生所学的专业应用涉及的更少，导致有一些学生不

会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出现有一些同学认为学了数学

不会用，索性就放弃学数学的错误现象。

（四）教材与学生现状匹配不好

教材选用考虑学生基础甚少，追求高大上，向名校看齐，

选用名校经典教材，和学校学生现状不相适应，影响学生的

学习。

二、数学课程教学组织的改革设想

为了争取创办一流民办大学和硕士教育点，贯彻“以学

习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教学理念，提高数学课程

的教学质量。经过认真思考，兼顾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以

及部分学生想考研的愿望，承担为硕士教育输送生源的任

务，提出构建数学教学课程群，制定难易程度不同的标准课

程，进行分类教学的改革方案。具体操作如下：

（一）建立课程群

研究学校当前招生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它们对数

学知识的最低需求，想象为数学最低需求相近的专业建立一

个数学课程群，共它们的学生选择学习。

假如电子商务、投资学，会计，财务管理，数字媒体，

采购等专业对数学知识要求基本相同，为他们建立一个数学

课程群，起名为经济类数学课程群。假如贸易、市场，人力、

物资、商管等专业对数学知识要求基本相同，为他们建立一

个数学课程群，起名为管理类数学课程群；假如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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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大数据，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对数学

知识要求基本相同，为他们建立一个数学课程群，起名为理

工类数学课程群。

一般来说，建立经济类数学课程群、管理类数学课程群

和理工类数学课程群就够用了。

每个数学课程群中包含高等数学课程 A，高等数学课程

B，线性代数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高等数学课

程 A 是为对数学需求最低的学生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高等

数学课程 B是为硕士教育输送生源学生的高等数学课程。

为了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可考虑增开数学实验或

数学建模课程。

（二）制定教学大纲

组织相关人员研究人才培养目标，获取每个课程群内所

含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详实的课程教学大

纲。

为了解决学生会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教学大纲中明

确建议，从实际问题出发引入新的数学概念，比如从经济活

动中的商品价格的“长期”趋势预测，引入函数的极限与连

续等数学概念；从经济学中的弹性分析引入数学中的导数与

微分概念；从经济优化引入最值问题；从边际分析引入不定

积分概念；从变化率与总量问题引入定积分概念；从多少年

能收回全部投资引入广义积分概念等。提醒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意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三）教材建设

高等数学课程 A的教学内容及其难易程度选取以专业学

习够用为好。没有现成的适用教材，考虑自编教材。

自编教材时注意如下两点：

1.从数学在经济、管理、地质、勘探等领域中的实际问

题出发，引入数学概念，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应用数学解决的

问题，展现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的紧密结合，为应用型人

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2.教材的教学内容选择与结构设计上，可以突破以往传

统数学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完备性，只注重学生的基础概念

的建立、基本的方法的运用以及应用问题的分析和求解，淡

化抽象的数学概念的描述，强化感性与直观，重点突出实际

应用。

高等数学课程 B的教学内容及难易程度选取要满足考研

需要教材，可选用同济大学数学系编第七版《高等数学》[5]

教材。

（四）数学课程教学分班

每个课程群所涉及的专业学生放在一起，按学生高考数

学成绩分数学课程教学班。根据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将学生分

成两类，高考数学成绩低的类记为 P，高考数学成绩高的类

记为 Q，根据每类的人数，在类内组成多个教学班。P类的

班级开设高等数学课程 A，Q 类的班级开设高等数学课程 B。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若需要，也可以相

应的进行分类配置课程。

（五）课程组织与管理

不同类别不同课程设置不同课程代码。所有课程按群、

课程进行编码。每个课程代码的课程安排一名该课程的负责

人，负责该课程的教学大纲修订，教材选用，制定教学进度

计划，考核试题及评分标准等课程建设工作。

三、方案的优点

课程群模式便于课程管理和标准化建设；体现了因材施

教的理念，可以改变当前数学课堂学生基础相差悬殊不便教

学问题；教材建设方面突破传统数学教材的系统性、逻辑性

和完备性，注重学生数学基础概念的建立、基本方法的运用

以及应用问题的分析和求解，淡化抽象描述，强化几何直观，

突出实际应用，从经济、冶金、地质、勘探、石油、生物、

建筑、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出发，建立数学概念

与理论。这体现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的紧密结合，有利于

提高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应用型才培养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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