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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大多数商科类学生来讲,高等数学一直是一门相对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必修学科,而当下

新冠疫情导致的全国云端学习模式,更增加了其学习难度。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汇总了当前学生高等数学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线上教学的优势,挖掘出将高等数学变得更具趣味性的教学方式。继

而在今后线下线上教学中均可加以借鉴,改变学生对数学的刻板印象和抵触情绪,提升大学数学课程教

学的趣味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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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经管类的普通大学本科学生而

言,高等数学在其学习或职业生涯中当

是实用的工具基础。学生能理解原理,

阐述具体定理、性质,并能加以运用,便

达到对高数学习的初级要求。我院便对

高等数学进行改革,引导学生理解数学

在商学中的运用,而非纯粹地讲概念证

定理。高等数学绝不是靠被格式化的概

念、记忆便可以学好的学科,它需要学生

逐渐培养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理解其

乐趣。但高数,没有心理学有趣,没有徜

徉于历史文学的文雅与惬意,没有体育

课、舞蹈课那般跳脱活跃,没有建筑等工

科学科那么落到眼见耳闻的实处……它

的科学严谨使得老师常常苦恼自己讲话

不够精彩,难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对于枯

燥难懂的概念、定理,老师们往往难以感

同身受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以他们的语

言与之对话,把复杂和专业的知识简单

化表达。 

1 当前高等数学教学的现状及

问题 

本文通过教学实践及调查访问,归

纳了当下高数教与学的部分问题。 

1.1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高数教

学问题 

部分学生基础薄弱致使自信心不足,

甚至很多女生强加给自己因性别劣势而

逻辑性不强、学不好数学的固执偏见。

有些学生认为数学没什么用途,缺乏兴

趣。抑或他们方法欠佳(缺乏相对合理有

效的方法,为摸索出适用自己行之有效

的方法)。而部分老师讲解太过刻板枯燥

甚至照本宣科,大多高校的数学课程为

大班上课情形,师生交流沟通程度受限。 

1.2云端课堂教学模式下的高数教

学问题 

1.2.1同线下课堂类似,MOOC平台或

远程授课老师只是把线下的内容不加调

整原本照搬到云端课堂,甚至一样地照

本宣科现象、讲课过于枯燥乏味、专业

化太强,全是生硬的定义、定理、性质、

证明、推论等等。 

1.2.2直播或录播基本也只是能听

到老师的声音(绝大多数数学老师在线

上教学时保证充足的板书空间选择不开

启摄像头),看不到老师的表情和肢体语

言。原本对高等数学的理解力专注力就

不太强,会更加容易跑神。而老师也无法

在授课过程中捕捉到学生的听课表情、

动作。教师直播或录播时缺乏以往的听

众互动反馈,未能及时调整成主播状 ,

授课效果难免下降。 

1.2.3云端教学的很难实施有效的

课堂监督,学生是否认真听讲更多依赖

于学生本身的自律性。直播中未能跟上

思路的学生后续又不愿回放复习,若老

师又不善强制督导措施,学生与教学进

度越离越远。 

1.2.4众高校尤其是对如数学等公

共基础课程,鼓励老师采用慕课(MOOC)

现有资源进行线上教学。但具体上课情

况,本人在院内收回197份有效问卷,部

分结果如表1和表2。 

表 1 线上上课形式偏好统计

选项 票数 比例

MOOC 现有资源 6 3.05%

老师录播 50 25.38%

老师直播 35 17.77%

MOOC+老师录播 58 29.44%

MOOC+老师直播 34 17.26%

以上都不喜欢 14 7.11%
 

表 2 MOOC 之后老师录/直播必要性

选项 票数 比例

N,重复教学加重

负担
16 8.12%

N,只需答疑 13 6.60%

Y,MOOC 不够细,

听不懂
78 39.60%

Y,MOOC 重难点不

突出
90 45.69%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单纯的MOOC

授课并不接受,认为MOOC讲解不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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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重难点不知是否一致等,更希望

老师直播或录播的方式补充,这也会加

大教师的备课时长和难度。学生方面,

同时学习多门课程,会用到多个平台,统

计显示80%的学生一学期平均课程在

8-10门,75%以上的学生至少需使用7个

学习平台。不同课程不同平台间的切换,

使得学生在云端学习时新奇之余更多的

是手忙脚乱,未及时应对便会加重其学

习负担。 

2 增强教学趣味性的具体建议 

数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源

于生活、回归实践的学科。初级数学中

“鸡兔同笼、蓄水池的进水排水”等有

趣的生活问题。高等数学是更具实践意

义的,比如各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控制

时点的预测、红路灯设置恰当与否与道

路拥堵之间的关系、商场客流量与营业

时间营业人员关系、其他与航天、医学、

生物、经管等各领域相关的诸多方面,

无不需要数学的支撑。 

本人结合自身教学经历,给出以下

提升教学趣味性和教学效果的建议。 

2.1结合当下热点概念或时事,增强

学生对数学的认同感和实际运用性普遍

性的理解 

比如,在讲解单调性和极值、曲线的

凹凸性和拐点时,举例：疫情蔓延初期,

全民关注钟南山等医学团队对疫情拐点

的预测,但峰值提的频率并不高。为什

么？在疫情上升趋势阶段,拐点到来之

前谈峰值是不科学且没有意义的。权威

团队预测,全国民众若能严格遵守疫情

管控,乐观估计预期2月中下旬的迎来拐

点。这个拐点并不是说到了这个点之后

确诊的人数会变少了,而是传染的速度

由大变小,由加速感染到减速感染,不能

肤浅地把它理解为顶点,而放松了疫情

防控。 

2.2自己动手直观理解,参与其中,

直播切瓜 

比如,讲解一元函数积分学：求积分

面积,可以现场将不规则纸张切割成小

纸条；求积分体积时,现场展示切萝卜解

释不规则物体的体积构成。线上教学该

内容时可请学生展示切割准备萝卜、土

豆、茄子、苹果、香蕉等常见物品,或展

示学生的切割成品图片,即增强学生的

被认同感又加深对积分的理解。 

2.3生生互评 

同学互评作业,认真给出评语或修

正过程。疫情期间可以增强学生之间的

情感和表达能力。做错的同学可看到他

人的清晰的解题思路、学习方式。评到

错误解题方法的同学,则可避免以后自

己犯类似错误。相互借鉴、一起成长,

增进友谊,快乐学习。 

2.4线上直播尽量开启摄像头 

让学生一直感觉到老师在跟自己对

话,而不是像听电话那样枯燥(听电话会

比课堂上的填鸭教学更让学生感觉到无

力感—听自己的家长电话嘱咐各种事宜

都会觉得是叨唠,更何况是45分钟甚至

90分钟的语音呢？)央视推出的“小朱佩

琦”、“谁都不能祖蓝我夏丹”等的直播

带货超亿元助力湖北公益项目,各电商

平台的网红为何能在小小直播间几个小

时内成功带货百万甚至上亿元,显然把

人物去掉至保留产品展示和语音,效果

将大打折扣。同理,老师直播时不能只是

分享屏幕、配音,视觉上对动 人物具象

化的视觉冲击和脑神经的刺激,要更有

利于学生接受和吸收课堂知识的。 

3 结束语 

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好的讲授技巧

和方法,更离不开学生良好的学习 度和

对学科的热爱。所以教师要善于实时引导

学生对高等数学乃至学习本身的兴趣,理

解数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魅力和并在实践

中感受知识的力量。由被动变主动,自律

性自然提升。当下师生都应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质资源,有效地进行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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