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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等院校近世代数的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在近世代数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问题型教 

学新模式 ：激发 学生观察事 物和寻 觅问题 的冲动一诱 导学生进 入发 问的角色一组织 学生开展讨 论一概 括总 

结解决问题 的过程一建立好 问题案例库 。新模式下学生 的 自主学 习能力 、探究能力 、表达能力 和解决 问题 的 

能力都得到提升 ，达到 了近世代数课程预定 的教 学培养 目标 。 

关键词：问题型教学 教学模式 专业素质 创新能力 学生主体 近世代数 

中图法分类号 ：G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编号 ：1002—7378(2012)03—0245—04 

Abstract：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lgebra and the actual learn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the new mode for problem—based teaching of mod— 

ern algebra is applied．The new mode includes several steps such as inspiring students to ob— 

serve and search for problem ，stimulating them to ask question，organizing the discussion， 

summarizing th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and establishing question case database．W ith the 

help of new mode，the self—learning，exploratory，expressive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students are enhanced，which meets the expected teaching objective of modern algebra 

CO 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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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数学课程教学是数学本科学生专业素 

质培养过程的基础环节 。在 就业压力 日益剧增 ，职 

场竞争日趋严峻的形式下，长期以教师为中心的传 

统课堂授课模式已难以适应 因社会发展引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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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的现实需求 ，有必 

要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深层改革，以保障本科 

学生的培养质量 ，为社会经济发展和 国家基础教育 

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1988年达尼洛夫曾提出 

问题型教学法，将课程教学过程视为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同时坚持学生处 

于发现问题 、生成 问题和问题解决者的主体 J。问 

题型教学方法有效地调动 了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 ，推 

进 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是一种值 

得推荐的教学模式。 

近世代数课程是高等院校数学专业课程系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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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基”之一 ，在高等院校数学教学 中的地位和作 

用都不同一般。以代数系统为主要研究 目标的近世 

代数课程，基于直接或间接地刻画几何量和物理量 

的需要 ，时常将较为熟悉的数、多项式 、矩阵等作为 

数学对象去研究 ，进而数学概念时常与它们出现的 

背景相差甚远 ，或者几乎完全脱离这些背景 。该课 

程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和严谨性使其成为高等院校 

数学课程中学生反映难学 的课程之一 。自 2009年 

起 ，广西师范学院数学科学学 院开展了基 于高 中新 

课标需求 ，提升大学生 专业素质 和创新能力培养 的 

课题研究 。我们从课堂教学模式人手 ，引导教师根 

据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不断更新教育 

教学观念，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设计 。我们还启动了 

以激活学生学习主体为主旨的问题 型教学改革，选 

择近世代数课程作为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 ，进行问 

题型教学新模式探索，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 

l 近世代数课程问题型教学新模式的实践 

针对高等院校近世代数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 

学习情况，经过研究分析，我们确立了近世代数课程 

问题型教学新模式：在课程体系的理论框架下，通过 

代数问题的再现 、穿插和解决而开展课程教学 ，同时 

通过课程教学又不断生成新的问题 。高等院校近世 

代数课程问题型教学新模式始终主张“问题探究一学 

生主体”的教学理念，在继承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精华 

的基础上 ，强调通过问题实施教学，把问题看作是教 

学的切人 口和贯穿教学过程 的主轴；还通过教学派 

生 出新的问题 ，将教学过程看成是发现和提出问题、 

分析和解决 问题 的过程 ，使学生在教师 的协助下通 

过 自主学 习尝试着去解决问题l2]。高等院校 近世代 

数课程问题型教学新模式注重遵循三个基本教学准 

则 ：一是吃透课程设 制的基本 目标 。学生通过对代 

数系统的认知和研修，更深层次地领会和掌握数学 

学科的抽象思维方式和独特 的思辨方法。二是确立 

变被动为主动的教学思路 。结合课程教学过程中学 

生的各种疑问增多 的特点 ，因势利导地鼓励和鞭策 

学生实施课堂学习三部曲：寻觅和发现 问题一用专业 

语言表述问题一树立 自主解决 问题 的信心 。三是将 

素质培养寓于教学之中。确立通过问题开展教学的 

思路 ，把代数问题看作是教学 的动力、起点和贯穿教 

学过程的主线 ；通过引导学生提出和解决 问题作为 

提升学生科学思维、合作精神和专业素质的重要渠 

道 。高等院校近世代数课程问题型教学新模式的实 

施分 5步：激发一诱导一组织一总结一建库 。 

激发 ：激发学生 观察 事物和寻觅 问题 的冲动。 

在具体讲解教学 内容的过程中先设置问题来 引导学 

生变被动听课为积极思考 ，激 发学生 的思维火花和 

求知欲 ，使学生置身于问题背景和角色之中。例如 ， 

讲解群的概念时 ，先提 出疑问：整数集合 Z关 于加 

法构成群 (Z，+)，但是实数集合 R关于乘法却不能 

形成群[3]，为什么?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自然会 

引起学生的好奇和猜疑，会使他们产生主动寻求答 

案的冲动 。类似这样 的苗头正是我们开启对学生诱 

导 的契机，利用课堂语言、肢体语言等可行的媒介激 

发学生主动观察事物的冲动和点燃学生 自主发现问 

题的热情是我们开展问题型教学的重要起点。在开 

展教改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和课时把握不准等缘故 ， 

课堂上曾一度 出现过教师 自问自答 自解的“包办”形 

式 ，虽然也能完成教学任务，但弱化 了学生主体的参 

与性和学生的个体意识 ，背离了新教学模式的初衷。 

诱导 ：诱导学生进入发 问的角色。在教学实践 

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虽然 已经萌发 了疑问并也 有 

表达意见的欲望，但是碍于面子或唯恐说错而受到 

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耻笑而不愿发 问；或者 只是与同 

座及周围小范 围的同学窃窃私语。此时 ，我们往往 

是审时度势地抓住 契机 ，鼓励他们大胆提 出问题和 

表述看法。尤其注意到：即使学生发问的语 言表述 

不全面甚至文不对题，也力争从 中找出“亮点”给予 

肯定和褒奖。事实证明 ：少数学生带头发言 的表率 

行为不仅传达了“堂上说错无妨”的信息，而且还会 

起到“一点带面”的作用甚至达到“燎原之势”的效 

果 。我们的教学工作逐渐使学生明白：追寻真理 ，探 

求有效信息，挖掘事实真相不仅是在高等学府深造 

的本质和精髓 ，也是近世代数课程的教学 目标。当 

然，为了使教师和学生在问题型教学模式中能迅速 

进入角色而避免“冷堂”的现象发生 ，根据学生实际 

和课程要求教师可以在课前事先拟定讨论题 目和问 

题表述内容 ，选编典型问题案例，制定教学 目的和学 

习要求 ，这样能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心中有数 ， 

进入课堂教学后 ，教师还可 以进一步(最好通过多媒 

体和网络手段)补充问题案例的历史背景 ，使学生在 

问题案例的情景中得到熏陶并产生感性认知。 

组织 ：组织学生开展讨论 。课 堂上发现和提出 

代数问题的终极 目的是要解决问题。除了一般性的 

问题外，我们尤其要关注那些 相对复杂和对教学内 

容有一定影响的问题案例 。例如，有 限群 的子群陪 

集分解中，左陪集和右陪集的代表元集是否一致 ；群 

表示成真子群的并集问题等 。教师通常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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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学生开展课 间或课后 的讨论 ，从他们的讨论 

甚至争论 中引导讨论焦点 ，揭示各种论点之间的内 

在联系，密切关注及促进学生在 问题案例讨 论 中数 

学思维和数学想象力的塑造以及专业素质的提升。 

总结 ：概括总结解决问题 的过程 。问题式教学 

新模式的这个重要环节是对学生从开课前进入问题 

案例发问角色，课 中和课后继续就问题案例 的争执 

点进行讨论和相互启迪 ，直至得出最后认知结论 的 

过程进行必要的概括 总结 ，最后让学生代表发言并 

对所有 问题案例的结果最终形成决策选择。 

建库 ：建立好 问题案例库。教师和学生共 同采 

集的问题案例既是新教学模式实践的产物，也是师 

生合作学习的智慧结晶。新模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必 

须重视问题案例库 的建设 ，因为它不仅可以构成教 

师教学档案资料和形成下一轮问题案例探究 的重要 

素材 ，还构成教学改革持续推进的基础 。 

2 近世代数课程问题型教学新模式的教学 

效果分析 

为了分析近世代数课程开展 问题型教学模式改 

革效果 ，通过座谈会 ，问卷调查 ，考核成绩 ，课 堂活 

动 ，学生试讲和科技竞赛 等渠道对近三届本科生进 

行 了信息反馈和质量分析。 

2．1 学生的感受 

学生 1：通过问题型学 习模式的熏 陶，为我们创 

造了一个新的学习实践的环境。在我不断地和同学 

们一起讨论研究 问题 的过程 中，将我从 一个羞 涩胆 

小的女孩打 造锻炼 成敢 于发 表观点 和意见 的“勇 

者”。感觉真棒 ! 

学生 2：新的教学模式真是神奇，从众多学习问 

题和问题的解决过程 中加深了我对环的同态映射的 

理解 ，开阔了我的思路和眼界 。 

学生 3：学习结束了，真有些不舍。回忆起在群 

的陪集问题上我提出的若 干问题形成 的思路 ，造就 

了一篇学术论文，感谢老师，感谢新的教学方法。 

从学生的回答 中不难 看出，学生对 近世代数课 

程采用的问题型学习模式的肯定和赞赏态度。 

2．2 学生的获奖情况 

在新 的教学模式的带 动和参与过程 中，学生 的 

语言表达能力、质疑思辨能力 、教师素养 、数学思维 

及数学修养等专业素质有了较大的提升 。在近年举 

行的全区大学生教师教育技能大赛活动中，广西师 

范学 院数学科学学院的多名学生连续获得一 、二等 

奖的优秀成绩 ；2011年在全 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 中， 

我院有三名学生获得分赛 区一等奖 ，不仅成为全 区 

高校专业组获得一等奖人数最多的单位而且包揽了 

代表广西赴上海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的全 

部名额。 

2．3 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质疑能力 

经过教学实践 的锻炼 ，学生的专业观察能力和 

质疑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按 4个等级将学生提出的 

各类问题分类 ：优质问题—— 表述明确 、有一定的深 

刻性并对课程 内容有影 响力 ；有效 问题——提 问明 

确，紧扣教学内容，符合课程要求；亚有效问题—— 

虽有些瑕疵但经矫正仍不失为数学问题；无效问 

题—— 表述不知所云或文不对题等。从表 1可以看 

出，学生在近世代数课程教学的上 、下半学期 中所提 

问题 的质量等级有了截然不 同的变化 。在课堂教学 

中学生不仅习惯了根据课程 内容的不断深入独立思 

考、主动探索 ，积极开展数学思维 ，成为了参与教学 

活动的主体和知识 的主动建 构者，而且学生所提的 

问题量不断增加 ，在优质 、有效和亚有效问题 比重方 

面，下 半 学 期 比上 半 学 期 分 别 提 高 了 6．7 、 

12．9 ，而亚有效问题和无效 问题减少 了 14．4％和 

5．2 。 

在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方面 ，我们划分为 4种 

类别 ：由学生个体独立完成问题解答 ；由学生分组讨 

论完成问题的解决；经教师 指点后完成问题 的解答 

以及全部由教师完成问题的解决 。表 2结果也反映 

了学生的自主解决问题能力有所提高，在独立解决 

问题 ，小组讨论解决 比重方面，下半学期 比上半学期 

分别提高了 6．2 和 12．2％，而经提示解决问题和 

由教师解决 问题 ，下半学 期 比上半 学期 分别减 少 

6．2 和 12．2 9／6。 

表 1 新模 式下近世代数课堂教学问题案例等级调查情况 

表 2 新模式 下近世 代数 课堂教 学问题 案例解答 情况 

上述教学效果表 明，学生通过本近世代数课程 

的学习不但掌握了课程的基本理论，还在 自主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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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探究能力、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有 

了长足进步 ，初步达到了课程预定的教学培养 目标。 

3 结束语 

问题型教学模式是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主线并 

贯穿教学过程的一种教学活动 ，模式 的特性 已经表 

明 ：没有问题案例支撑的教学 内容 ，是缺乏实践性和 

生动性的干瘪理论框架 ，教学模式也显然如同虚设 ； 

反之，放弃理论体系，片面追求问题案例陈述，势必 

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分散 ，难 以形成逻辑一致 的理 

论体系E4．sJ。始终将 问题教学案例置于为教学 目的 

服务的位置是我们开展问题型教学模式必须摆正的 

关 系。近世代数问题型教学新模式教学实践表 明， 

问题型教学模式践行 的过程就是大学生主动探索问 

题 ，吸收和应用知识、不断解决问题 的过程 ，从 中极 

大程度地提升了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通 

过细致和缜密的教学设计 和坚持不懈 的努力探索 ， 

问题型教学模式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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