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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衔接背景下的高职数学课程改革研究 
◆贾小建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4） 

 
摘要：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计划的持续发展，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愈加

成为重点，而作为基础文化课的数学课程也推向台前，其改革形式已成

定局。在中高职衔接背景下，本文将概述目前高职数学课程的存在问题，
结合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重要意义，从而探索新型科学、合理高效的改革

举措，以确保中高职课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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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依据教育部为主体所策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规划》指导方针，大力推进中高职衔接教育建设。而基于高等数
学的知识实用性、专业技能性等等专属特点，针对中高职教学知
识、专业素养以及教学目标的衔接，决定了高职数学课程在中高
职衔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来说，为完善中高职数学知识链，
提高学生数学学习成果，中高职院校的数学课程改革刻不容缓。 

1.中高职衔接背景下的高职数学课程缺陷 
1.1 教学目标不统一 
中高职数学课程教育主要目标为加深学生知识理解层次以

及提高数学基本素养，及其具有连贯性。但是基于院校，各类别
中高职院校教育方式、人才培养理念的不同，专业技能培养和理
论知识内容占比不尽相同，以致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串联，无疑
提升了中高职教学衔接的难度。在另一方面上，基于教材学习内
容，中职与高职数学学习未形成有效链接，导致高职数学学习进
度缓慢，效果不佳。例如：中职院校注重数与式，方程与方程组，
指数与对数等内容的学习，函数学习章节设立较少，但高中数学
导数、函数的学习却为重点、难点，未依据实际教学加以调整，
知识铺垫浅微，以致学生高中数学学习缺乏兴趣。简析而言，两
者的不统一性构成了中高职衔接工作的教学目标不统一，实为
“数改之路”的拦路虎。 

1.2 教学方法差别大 
中职院校学生有别于普通学习系统的学生，在知识储备、专

业能力抑或个人性格、行为举止上均与普通学习系统的学生有所
差别。当前的中高职教学模式中，中职数学教学依旧以理论知识
讲解为主，“一言堂”模式为基础，采用“填鸭式”教学，忽略
学生应用、实操能力的培养，而与此恰巧相反的是，高职院校的
教学模式中，教师均衡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教学比重，在教授相
应数学知识的同时，也不忘学生数学意识、应用技巧的培养与发
展。结合中职与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差别，加以探究可知，中职
院校由于过分强调老师的教学地位，小范围的讲课方式，导致学
生存在学习依赖性，缺乏自主学习能力，相比较高职院校数学学
习的讲课进度快、知识内容杂、课内学习时间少的特点，导致学
生难以跟上课程进度，挫伤学习热情，极大影响学生学习成效。 

2.中高职课程衔接的意义 
中高职衔接是指在中职院校与高职院校形成有效的教学联

系、协调发展，系统性、高效性培养契合社会发展之路的技能型
高端人才。中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有利于加强课程内容学习与
专业技能培养两者的建设，通过中高职课程内容知识链的形成，
促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进一步调整职业发展方向，提高
学生主观能动性、个性化的发展，践行终身教育理念。 

3.课程改革相应举措 
基于中高职衔接存在的教学目标不统一、教学方法差别大等

问题，结合中高职衔接的重要意义，特提出以下举措： 
3.1 改革教学内容、方法 
当前高职院校的数学教学墨守成规，趋于讲解前人总结的数

学概念，缺乏数学知识的探究，模仿进行定理的证明和引申，浮
于表面，导致学生深入体会到数学的抽象与复杂性，无从下手。
为让中职学生建立一定数学基础，必须针对高职数学教学内容，
设立定量的高职数学基础知识，正确引导学生学习。而基于教学
方法，因为中职院校学生知识储备不足，教师应适当“一对一”
针对式教导基础薄弱的学生，采用“寓乐于学”教学模式，开放

课堂自由性，例如：开展数学定理探究交流会，以小组形式展开，
教师暂离，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特性，为高职数学自主学习奠定基
础。 

3.2 探索信息、科技教学思路 
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应顺应时代潮流，着重加强教育的

现代化建设。当下高职院校教育，数学课程考核大多讲究一纸试
卷，这种只要结果的考核方式，导致学生存在侥幸心理，学期末
尾盲目背读公式、例题，而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正可遏制这一局
面恶化。例如：APP 数学课程的学习，采用闯关式学习，穿插知
识体问，加强学生数学学习过程参与性，又或者建立专项数学探
讨平台，纳入不同中高职院校学生，促进数学知识交流沟通，并
且可为中职学生的数学学习指引一定方向。通过此类网上知识平
台，以完善、有趣的教学资源讲解，不仅促进老师、学生抑或学
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激发学生学习态度，从根本上为高职数学改
革迈出关键一步。 

3.3 数学思维、自主意识培养 
高职数学学习难度高于中职数学，且专业能力的训练需要一

定的自主探究思维，所以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数学应用思维的培
养十分有必要性。针对学生此类能力的培养，可开展个性小课堂，
例如：学习中职数学的平面知识时，引导学生制作纸质平板，学
习基本知识后，可联系高中立体，曲面内容，开设“6 个人，6
平面”小组，探究基础立体几何知识结构，在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应变思维的同时，为高职数学课程学习提供先行条件。 

结束语 
我国现今中高职衔接工作已有一定成效，但是依旧存在些许

问题，针对高职数学所存在的缺陷和漏洞，中高职院校应依据数
学特性，因材施教，完善现今教学模式，从而为中高职数学教学
的衔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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