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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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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工科是培养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方向的专业人才的重要阵地，受到了学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作为教师，应从新

工科背景出发探索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帮助学生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知识基础，为新一轮的产业变革、科

技创新培养高素质人才。故而，笔者立足于教学实践分析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现状，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学

生缺乏学习兴趣、过度关注成绩，以及教学方式相对传统等问题，提出可行性改善策略，旨在为新工科发展、高等数

学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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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ew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lace cultivate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fields of big data,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tc., and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ircles. As 

teachers, we should explor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ls of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gineering, help students lay a knowledge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new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eaching, such as lack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xcessive attention to 

scores, and relativel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iming at provi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gineering and the quality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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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工科所涉及的领域往往需要处理多类数据信息、构建复杂工程模型，所以在新工科发展中，高等数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媒介作

用。教师结合新工科背景探索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掌握扎实的数学理论知识，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提升学习专业课

程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为学生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做好知识储备。当前，如何将翻转课堂、情境教学、项目式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应

用于高等数学课程，提升其教学实施效果，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工科建设已然成为一线教师高度关注的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 邵阳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题题目：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探索（项目编号：2024GJ39）。

一、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现状

（一）大学生对高等数学缺乏兴趣

在结束高考之后开始大学新生活之前，学生可以享受长达三

个月的轻松假期。这种长期放松状态通常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收

紧，学生难免因为难以适应从假期到紧张学习状态的过渡而产生

抵触心理。[1]尤其高等数学知识相对枯燥、深奥，对多数学生而

言学习难度偏大。如果教师忽视对学生的引导，不培养他们的学

习自主性，则很容易导致学生因为一时难以适应大学学习心生厌

烦，失去学习兴趣。[2]

（二）教学方式相对传统

随着数字发展成果逐渐丰富，并推广到教育领域，学生学习

方式与偏好发生着显著变化。在一些新兴技术的影响、衬托之

下，传统的“教师讲台讲课、学生听课”教学模式依然存在显著

滞后性。进入新时代之后，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接触的智能产

品不断增多，学习数学课程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这意味着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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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教学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作出相应调整。[3]当前，教师根据

教材通过多媒体、板书按部就班地讲解高等数学知识，将其灌输

给学生的方式已然无法保证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度。但是，高等

数学课程局限学科内容，在教学方式创新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当

前教学方式相对传统是制约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4]

（三）部分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存在偏差

尤其缺乏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以通过期末考试为目标学习高

等数学课程，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最后的考试成绩，对理论知识

学习、计算推导能力练习并不重视。[5]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教师考前

划定重点知识，热衷于根据教师划定的重点范围进行突击训练。[6]

这一做法有违高等院校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的初衷，未能充分借助

学习该课程的过程夯实知识基础、提升能力水平。针对部分学生

对课程的认识存在偏差的问题，教师需要从高等数学教学内容、

方式，以及教学评价模式构建入手，加强对学生思想与行为层面

的引领。

二、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构建

策略

（一）结合教学情况，构建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基于“Inverted Classroom”发展而来，它颠倒教

与学的顺序，打破传统教学流程束缚，为学生带来了全新学习体

验。这一先进模式，关注学生课下时间安排，对教与学的顺序重

新作出调整，实现了“先学后教”，将学习决定权转交到学生手

中，能够强化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学习兴趣。[7]教师针对教学情况

在高等数学课程中构建翻转课堂，让学生的“学”提前，促使他

们主动构建知识，夯实知识基础，有助于学生提升新工科专业课

程学习能力。新工科背景下，教师要针对性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营造良好的高等数学学习氛围，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自主学习能力，这将使学生受益终身。例如，教学“极限”的

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习任务，并提供学习方法建议

与知识链接，从而实现以“学”为基础的“教”。[8]学习任务和相

关教学资源，可以通过学习通在线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可以设

计为：总结“对于不同形式的函数而言，如果其自变量处于某种变

化，那么如何对其极限作出计算”。学生在知识总结过程中，将会

初步建立知识框架，探究如何求解未定式极限，及其计算规律，继

而产生深入学习“极限”相关知识内容的需求和动机。[9]

（二）创设数学情境，引入数学建模

中学阶段的数学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计算以及推导能力即可，

对学生学习的要求相对较低。[10]进入大学阶段之后，数学课程

学习难度、要求逐渐提升，该阶段的高等数学尤其是新工科专业

的高等数学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相应数学知识、方法之后，培养严

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教师需要教学过程中引入数学建模，

即结合创设的数学情境讲解数学知识，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变量关

系，充分考虑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学生建模思想。比如，“导

数”这部分内容与边际成本、边际利润联系紧密，教师可以结合

学生所学专业选择案例，构建出富有专业特色的数学情境，将高

等数学课程与学生所学专业课程进行衔接。[11]再如，讲解“极值”

的相关知识点时，可以创设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人

力资源安排等具体情境，要求学生结合具体情境提炼出数学问

题，让学生充分感知到高等数学知识对新工科领域的重要意义。

这能够促使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学习高等数学知识，强化学生学

习高等数学课程的主动性。[12]

（三）整合教学内容，促进跨学科教学

“课时不够用”现象普遍存在于高等数学课程，如果采用传

统教学模式，依照顺序地将教材中的内容讲授学生，则很容易因

为赶进度而影响教学实效。教师为了让学生完整、高效地学习高

等数学课程内容，达成预期学习目标，需要结合新工科背景综合

考量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引入跨学科教学模式，促进学

生对不同学科知识综合学习、应用。[13]换言之，教师需要站在

新工科建设的角度，分析学生的高等数学知识、专业知识储备情

况，学生所学专业发展特点，对高等数学教学内容进行加工和优

化，突出高等数学课程与新工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引导学

生学习“函数的和差求异”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依据学生所

学专业，引入跨学科教学模式，促使学生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中掌

握高等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对于学生而言，是学习各

学科知识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教师将学以致用落实到学生行动

上，以“应用”为载体支撑学生跨学科学习，往往能够取得更为

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通过跨学科教学打破数学教材对教学活动

的局限性，以高等数学课程为杠杆撬动新工科专业教学，实现高

等数学课程与新工科专业课程的交叉融合，突出高等数学与不同

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能够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高等数学学习

对自身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性作用，继而打消“为何而学高等数

学”的疑虑，形成正确的学习观。虽然高等数学教材内容普遍系

统性较强，但是可能并未完全满足各个专业的需要，教师在引入

跨学科教学模式时要注意专业差异问题，结合学生专业对教学内

容进行再处理，使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紧密衔接新产业、新工科。

（四）完善数学成绩评价体系，探索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部分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存在偏差，新教学模式应用效果与预

期存在差距，与高校采用的数学成绩评价体系有关。部分高校评

价学生高等数学课程学习情况时，将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作

为主要评价指标。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即学生的期末考试取得的

分数；平时成绩以教师记录的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出勤情况为主

要评分标准，教师根据学生这两方面的表现给出的综合分数，即

可记为学生平时成绩，评分方式相对单一，未能充分满足新工科

人才培养需求。[14]数学成绩评价体系存在缺失，评分标准不够多

元化，导致部分学生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考试成绩上，而忽视了

其他方面的发展。教师针对这种情况，要积极完善高等数学成绩

评价体系，采取多元化评价指标，使其更为合理、公正、客观，

更能反映新教学模式真实应用情况，并引领学生建立对高等数学

成绩的正确认知，成长为合格的新工科人才。比如，在原有评价

指标的基础上，增加“学习态度”“教学过程”等评价指标。“学

习态度”主要包括学习热情、课堂表现、个人发展目标与规划、

学习强度等4个二级指标。“教学过程”主要包括教学时间安排、



124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课堂氛围营造、新工科问题引入等3个三级指标。[15]“教学过程”

评价结果能够体现教学构建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活动、

选择教学措施的具体思路，反映出新教学模式对这些方面的改善

情况。

三、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从新工科背景出发探索高等数学课程多元化

教学模式，推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创新发展，帮助学生掌握扎实

的数学理论知识，是为新一轮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培养高素质

人才的重要举措。教师要充分认识到高等数学在新工科发展中发

挥的媒介作用，针对目前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缺乏学

习兴趣、过度关注成绩，以及教学方式相对传统等问题，构建翻

转课堂、开展情境教学与跨学科教学、完善数学成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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