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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课程特点，从设定明确的教学 目标、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及时反馈学习 

效果等方面阐述关于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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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s course． 

some experi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complex—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s course were il— 

lustrated by establishing clear teaching target，fully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in time feedback of 1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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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不仅是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 ，又是解决实际问题 的有力工具。它的许多理论 

与方法不仅给数学的许多分支提供一种重要的解析 

工具，在其他 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特别是信号处理 

以及物理学等的研究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因此 ，学 

好这门课程对学生非常重要。但是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的实际授课时数相对较少。有限的课时内如何 

使学生既掌握理论与方法 ，又了解知识的应用 ，是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 

总结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教学经验 ，与教学 

同行们切磋商讨 。 

l 设定明确的教学目标 

教学 目标 的拟定在教学活动 中非常重要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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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 

教师课堂教学设计的重要 内容 ，是规定或规范课堂 

师生行为的指南，是指引课堂教学有效进行 的最好 

指路标。对于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来说，教师 

应该依据下面几个基本原则设定教学 目标 ：首先 ，应 

该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 

基础上，对后继课程的学习、对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有所帮助；其次，教师的教学不是只要求 

学生以学到知识为 目标 ，而是希望学生能够做到会 

学习、会研究 、会应用、会思考 、会创造。要求本科学 

生完全做到这五个方面难免有些苛刻，希望我们的 

教学能尽量 向这五个方面靠拢，或者 能够为学生 向 

这五个方面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再次 ，使学生不 

仅了解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的科学知识 ，还要在学 

法上得到某种启示 ，将核心放在思路 、方法 、能力的 

培养上，将教学过程变成一种研究创造的过程，而不 

是简单的传输；最后，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 

堂活动 ，不由老师牵着走 ，敢于怀疑 、研究 、创造。总 

之，教师的教学应该尽量使学生不仅掌握该课程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而且掌握该课程在现代工业 

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培养学生一定的实践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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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 j。 

2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要学生学好复变函数 

与积分变换 ，必须首先培养他们对这 门课程的兴趣 。 

但是该课程是高等数学的后续课程，很多学生在学 

习了一整年的高等数学后，不 自觉地对数学课 程产 

生了恐惧，而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本身的理论 

性又比较强。所以要使学生喜爱这门课程，教师必 

须从第一节课开始就抓住学生 的心。首先 ，让他们 

克服畏惧心理 。要做到这点，前几次课必须从最简 

单的复数知识讲起，尽量将复数知识之间的关系联 

系起来。接下来，要让他们逐步的树立信心，然后产 

生兴趣。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2．1 与高等数学相联系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作为高等数学的后续课 

程，很多思想和结果与高等数学类似。他们之问的 

联系很紧密。在教学中最好提到有联系或者有区别 

的地方 ，特别是要强调不同的地方 。同时，复变数的 

学习为高等数学和高中数学中的一些结果的证明提 

供更简单的证明方法和工具。例如：在学习欧拉公 

式和复指数函数的运算性质之后，和差化积与积化 

和差公式的证明会大为简化；学习留数之后，可以利 

用留数来计算一些高等数学中很难计算或者根本没 

有办法计算的含参量反常积分；学习傅里叶变换后 

让学生了解，利用傅里叶逆变换可以较简单地求一 

些含参量的无穷限积分，而这些问题在高等数学中 

是很难求解。知道这样的结果和应用，会增加他们 

的学习热情。 

2．2 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学习的目的是学会学习与思考 ，进而进行研究 

和应用，而不是仅仅看学到多少知识。鉴于此，学习 

本身是一种主观占主导的活动，调动学生发挥主观 

能动性非常重要 。调动主观能动性 的最直接、最有 

效的办法是让其参与。在课堂上 ，除了让其 回答老 

师的提问外，更重要的是让其参与问题的提出和解 

决。例 如：在 讲 了 一 个 重 要 的公 式 

—  一 d 一27ci，r为任意的正实数和闭路变性原理 

后 ，让学生思考以下几个积分 ： 

毫  f。 
l—￡一dz，其中C是任意一条包含z。的简单闭曲 

线。很多学生一般都会做出正确的结果： 

』 一=兰 dz一2兀i，』 三一= dz一2丌i 。， 
l—兰__一dz一2 7ci ，l—兰__一d =2~izj。随后让学 
j C z一 2；0 j C z — ZO 

生思考I d2一户( 。)，其中户(z)是一个多项 

式。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利用复变函数积分的性质 

即可得到答案。最后让学生观察以上积分有什么规 

律?猜想积分 l dz一?，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呢?随后很 自然地引导到柯西积分公式 。通过这样 

的学习，不仅让学生体会到从特殊到一般 的观察与 

猜测过程 ，也体会到一般的结果不是“从天而降”的 

天书。 

2．3 注意归纳知识内在联系 

考察和其他课程(例如高等数学)的联系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考察此课程内部的联系可以 

更加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会有整体感和方向感。 

为此要让学生注意所学 的知识有很多 内在的联 系， 

而不是定义、定理和推论 的累加 。还要注意方法的 

多样性与方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求复变函数的积分。开 

始学求复变函数的积分的时候，很多学生的感觉是 

定理和推论的堆积 ，这样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从而失去目标，进而失去兴趣。为此要善于和学生 

一 起归纳和总结知识的内在联系。例如 ，学完留数 

定理之后 ，和学生一起归纳 ：实际上利用高阶导数公 

式和柯西积分公式求积分是利用留数求积分的一种 

特殊情况。可以将高阶导数公式和柯西积分公式形 

象地比喻成利用留数定理求积分 的半成品，如果具 

有半成品的规格，它们到成品(即求完积分)会更加 

快捷。当然也可以利用留数定理求积分，相当于把 

半成品拆成原料重新做成成品，走了一点弯路。 

2．4 留一些恰当的思考题 

人才培养 的核心 目标之一是创新能力。会独立 

思考问题是创新的前提 。思考题是锻炼独立思考的 

重要材料 ，课后留一些 思考题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一 个重要 、有效 的方法和手段 。所 以尽量给学生留 
一 些恰当的课后思考题 。这样一方面可 以培养其独 

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一方面通过完成思考题可以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比如说从单联通区域 

的柯西积分定理到二联通区域的闭路变形原理再到 

多联通的复合闭路定理 ，引导学生怎么去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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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结论。 

3 及时反馈学习效果 

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有效教学 的一个 

重要条件 ，也是证明教学是否真正有效 的唯一标准。 

无论使用何种评价方法，都应该注意课程评价的着 

力点是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对公式、 

定理的生搬硬套 。为此 ，习题课 的合理安排是至关 

重要的，习题课是教学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许 

多老师往往重视理论教学 ，而忽视 习题课。习题课 

是真正的练兵场之一，是最接近实战的演习，是理论 

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精心准备的习题，了解 

学生学习的盲点与难点；训练学生对公式及定理的 

应用和加强学生对公式及定理 的理解。通过习题 ， 

对相关章节进行总结，进一步升华、凝练所讲内容； 

结合学生的相关专业，给学生补充一些与实际问题 

紧密结合的问题，用课堂所学内容灵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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