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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鉴国外学者的观点和高等数学教学案例以及专业课程的实践经验 ，结合高职高专院校课程教学改革 

的一些成功模式，探讨高职高专院校工科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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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tom the views of foreign scholars，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cases all(1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0f professional courses，combined with some successful teaching 

model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the teaching reform engineering vocationa1 colleges．the 

teaching model for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s is discussed and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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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项 目驱动”、“工学结合”等理念 的不断渗 

透，单纯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或实验教学已经不能满 

足高职高专院校工科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要求 ，高 

职高专院校工科高等数学教学也要倡导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工科高等数学教学在传授传统 

理论知识 的同时 ，还要开设专门的数学实验课程和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尝试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实 

验辅助教学 。本文借鉴国外学者的观点和高等数学 

教学案例以及专业课 程的实践经验[1 ]，结合 高职 

高专院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 成功模式 ，探讨 高职 

高专院校工科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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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高等数学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将高等数 

学课程与某一专业课程整合，可以由数学教师授课， 

也可由数学教师与专业教师采取交替式教学 法授 

课 。比如建筑类 专业高等数学课程授课 时采Jfj表 l 

的方案可以将高等数学知识添加到建筑专业f}】进 

实际应用 。这样学生就能运用几何画板软件进行绘 

图，运用数学软件如 Matlab进行各类导数、积分等 

的各种工程运算 ，也可以运用 Matlab或 I．il-go软什 

得出最优化设计的各要素尺寸等 。在课程教学巾以 

教师和学生互动为主体，依赖教师组织学生 施敦 

学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为了使专业知识与高等数学课程整合避紧密． 

高职高专院校还可以从校外聘请一些专家、企业的 

工程人员等举办专题讲座 ，讲授专业中运川 高等数 

学知识的生动实例 ，还可以采用参观 、调研方式 让学 

生深入社 会、走进工厂 、企业，了解：f作 岗化 { 所需 

的数学知识 ，实行课内与课外项 目任务有机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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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了解行业和企业，在实践体验中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 

合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表 1 微积分知识在建筑工程专业中的实际应用 

微积分知识 建筑工程专业应用 

函数和图像 

导数和积分 

面积 、体积 、弧长 

最值 

分析描述结构轮廓(包括等高线等) 

分布荷载分析 

确定和计算尺寸结构和要素 

建筑物形状结构的最优化设计 

2 网络资源式教学模式 

高等数学课程网络资源式教学模式是运用网络 

和多媒体技术，将高等数学知识与专业案例有机结 

合起来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实时帮助，并进 

行 自学和测试。例如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 

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联合 5所学院合作构 

建了一个交互的、基于网络的、将重要数学知识与其 

他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的学习模块库[5]。网站中的学 

习模块依赖动画，超文本链接和交互式程序，将高等 

数学方法、微积分、线性系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 

分方程、离散数学等内容设计用于工作室课堂，例 

如，弹簧质量模块，多个系(数学、物理、机械工程)都 

可以使用，学生对已录制的影像资料(5个)和已得 

的数据进行数学分析和回答 问题进行 网上学习。网 

上学习系统列出学习目标、引入、真实问题、建模、数 

学分析、比较、总结等内容，学生点击鼠标即可以进 

入各个专题进行主动学习 ，并获得解惑答疑和评价。 

我国的高等数学精品课程建设、网上课程建设、工学 

结合课程建设、网络辅助教学网站、智能教学平台的 

设计等也正在力争实现这一 目标 ，例如方文波等 

设计的线性代数课程的智能教学平台，提出 CSL课 

堂教学模式、ISIG学习模式、SSF评价模式，是创新 

教学模式的案例，值得高职高专院校工科高等数学 

课程教学借鉴。 

3 问题探究型教学模式 

高等数学课程问题探究型教学模式是在软件环 

境下 ，以数学问题中的条件可变性和运算 的快速性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将思考的焦点集中于原理探 

究和方案设计中，以数学问题的直观性和形象化使 

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探究。 

在问题探究型教学模式中，教师既要强调数学的演 

绎推理一面，更要体现数学作为经验科学的一面，学 

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或 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主动探 

究，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索，借助计算机和数学软件进 

行“数学实验”，最终解决问题，获得经验，达到知识 

的“意义建构”。例如，教师要求学生用 Matlab软件 

画出正弦函数和奇数次的 Taylor公式，然后动态演 

示奇数次 Taylor公式对正弦的逼 近，学生尝试增加 

次数，观察图形的变化情况。又例如，在无穷区问广 

义积分引入时，教师先讲述第二宇宙速度，即自地面 

垂直向上发射火箭 ，问火箭的初速度至少为多少才 

能飞向太空一去不复返。教师在多媒体课件中演示 

这个过程，启示学生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动能转化为 

势能 ，引导学生根据问题得 出有限高度的势能公式 ， 

即当离地面高度为h时，势能为： 

w—j： dJc~-R2 (去一 ) 
教师再提问学生火箭飞向太空一去不复返，如 

何用数学表达这个积分如何变化，结果将会怎样。 

通过这个问题不仅得到了实际答案，也引出了无穷 

区间广义积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学生借助数学软 

件 自己实践求解问题 ，得出最终答案 ，加深入了解到 

11．2km／s这一结论得出的过程。 

4 支架搭建式教学模式 

支架搭建式教学模式模式是以建构主义教学理 

论为指导，按照学生智力的“最近发展区”搭建学习 

知识、研究问题所需的“支架”，通过支架逐步将学生 

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 

信息技术使高等数学课程支架搭建式教学中的“支 

架”搭建更便捷。例如，教师讲授统计图表及正态分 

布时，结合水利、建筑等专业教材中出现的测量或观 

测结果，要求学生对偶然误差进行整理和统计，引导 

学生得出频率分布表、频率直方图、累积频率直方 

图，反映误差 的分 布情 况，让学生在 此“支架”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正态分布特点和概率运算。又例如． 

教师对一些不宜用 Newton—Leibniz公式计算 的定 

积分，根据误差要求处理被积函数，利用数学软件离 

散化函数 ，依 Lagrange插值公 式，求出多项 式代替 

函数 ，让学生沿着“支架”考虑用多项式积分近似计 

算函数积分，并得到误差，通过这个最近发展区帮助 

学生得到抛物线求积公式等。 

5 情境认知教学模式 

高等数学课程情境认知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应创 

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情境，课堂教学始于观察、 

分析，从情境中提炼数学问题，通过主动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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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研究问题 ，建立简单 的数学模型 ，并进一步解 

决问题 ，同时反思 ，注意应用推广。学生经历整个过 

程 ，能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的数学知识 、数学思想方法和应用技能 。当然，在解 

决并应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情境 ，进发新的思想 ， 

深层次的数学问题将产生 ，形成“情境问题”学习链。 

例如，在讲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 、零点存在定理前 ， 

先引入建模书中常提及的初等模 型，在起伏不平 的 

地面上 ，能让一个正方形 的桌子 四脚同时着 地的问 

题 。当然 ，要步步深入创设问题情境 ：(1)你在未放 

稳的桌子上写字吗?(2)一般你是怎样放稳桌子的， 

谈经验?(3)能用数学方法求解吗?关键在哪里? 

(4)将这个问题数学化要解决哪些问题 ?通过问题 

情境的创设 ，层层设疑 ，激发学生进 一步探 索的兴 

趣 ，在教 师的引导下 ，并通过 Flash动画演示 ，最终 

通过 自己尝试解决问题 ，验证经验所得 。又例如 ，经 

济管理类专业各类年金计算、连续复利的案例，可以 

作为很好的问题情境用于讨论重要极限的运算；边 

际成本、边际利润、边际收益、弹性分析、股票分析来 

研究导数的应用；存货管理、计算投资静、动态收益 

来研究积分应用等 ，将 专业案例提炼成数学问题情 

境教学 。 

6 项目研讨式教学模式 

项 目研讨式教学是任务驱动教学与小组合作教 

学的结合体。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是在教学过程 

中 ，以具体的项 目为 中心 ，以计算机技术为工具 ，通 

过小组合作研究探讨，将搜索信息、分析问题 、解决 

问题 、评价推广等项 目解决的全过程展现在学生面 

前 ，让学生一步步领会探究知识、原理 ，解决实际应 

用问题的全过程 。为了让学生尽早接触工程实践 中 

所涉及的数学 ，先一步了解工程项 目的实施 ，项 目研 

讨式教学为学生开启 了大 门，教师可 以将学生相关 

专业中的项 目、研究的课题 、数学建模案例等作为课 

堂教学 内容对学生进行教学 ，提高学生应用数学 的 

能力 。同时，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相互之间 

最大程度的沟通、最大化的讨论、合作、汇总，能够培 

养学生的大胆猜测、钻研协作精神和求同存异的品 

质；同时学生向教师提出、呈述报告，更能培养学生 

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例如，将“学生宿舍评价” 

作为课程主题 ，让建筑 、造价 、装饰 等相关专业的学 

生观察实体并 调研 、学会看 平面 图纸 、咨询专业 教 

师、从网上、图书馆搜集资料，了解一些关键的评价 

指标，从而建立模型，让建筑、造价、装饰等相关专业 

的学生从中获得与专业相关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又例如，将教师的研究项目：浙江省水资源承载 

能力研究 ，引入教学中，让水利专业的学生与高等数 

学教师、专业教师一同进行水资源特点分析，水资源 

承载能力的实地调查和模型建立等 ，既能让水利专 

业学生对专业研究有更深入的认识 ，又能提高水利 

专业学生的岗位能力。 

7 结束语 

近几年来，在浙江水利水 电专科学校的数学类 

选修课程中已结合运用上述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收 

到良好效果，目前在必修课程教学中正在有步骤、有 

选择地进行。我们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已经踏出 

改革第一步 ，我们深感这种改革对数学教师提出了 

新的挑战。数学教师不仅要掌握多种数学软件和多 

媒体技术，还要精通与所教高等数学知识相关的各 

专业知识。因此 ，高职高专院校 的高等数学教师不 

能安于现状，要革新观念，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 

缚，向理实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不断深化高等数学的 

课程教学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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