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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无论是专业必修还是考研，都是必须要迈过的“坎”。笔者基于高等数学

课程学习的重要性，结合当前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教学所面向的“屏一代”学生群体，对高等数学

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进行探究，以期解决当前高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教学情况，

分析当前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存在，畏难情绪普遍，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不到位，知识点应用难度

大，课堂教学形式单一，课程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方面入

手，依托线上学习、交流平台探索出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学习高等数学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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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Mathematics is a hurdle that most students have to overcome, whether it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heir major or for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 learning,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ized background, and the “screen generation” of students 
that the teaching fa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 of Higher Mathe-
matics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and identifies that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a fear of difficulty, do not do adeq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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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lass preparation and post-class review, find it difficult to apply knowledge points, and that the 
teaching form in class is monotonous. It also identifies that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ourse 
is not perfect.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this paper relies on the onlin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that can help students learn higher mathematic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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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在人类发展史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替代的工具。

高等数学作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应用型专业建设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其课程特点

是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抽象性，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经过严谨的逻辑思维训练，理解并掌握相关的定

理及其证明而不仅仅是会进行简单的运算。由于不同专业的学习侧重点不同，课堂授课时长有限，大班

教学，教师课堂教学任务重等特点。另外高校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对应的还有指导学生竞赛、

进行科学研究、个人业务能力提升等工作，没法做到对每个学生进行及时地监督、指导。 
随着而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学生需要进行高等数学学习。普通本科院校学生升学

的形式各不相同，有中职升本科、大专升本科、普通高考进入本科院校学习等。这些在普通本科院校的

学生，在进行高等数学学习之前，数学基础比较薄弱。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学

习普遍存在畏难情绪，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效果不理想，知识点应用难度大，堂教学形式单一，课程评价

机制不够完善，没法对学生起到监督和激励作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笔者结合学习通 APP 线上教学平台的优势[1]，逐步提出相关的策略，以

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质量。 

2. 高等数学课程学习存在的问题 

早在 2010 年李大潜教授在《关于高校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些宏观思考》一文中就提出数学科学不是一

个与外部世界无关的自我封闭体系，数学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在其世界中有原型，在现实世界数学不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数学的应用渗透到当今社会各方面[2]。如今十几年过去，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使得数学的应用更加广泛。但至今，依然有很多学生调侃，“学高数有什么用，我去买菜根本用不到微

积分”。不得不承认高等数学的学习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是抽象、困难的。因为它的难，许多人对它敬

而远之，能不接触，绝不接触。学生甚至为高数考试结果打趣，“高数就是高高的‘树’上挂满了大大的

学生”。那么高等数学的课程学习中存在问题有哪些呢？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学科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导致畏难情绪普遍 

高等数学这一学科具有较强的公理性、抽象性、逻辑性等特点，普通人想要完全学会高数几乎不可

能，但要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是完全可以的。学生在学习高数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疑惑，需要重复思考，

多方面、多角度的理解才能够认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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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院校学生而言，高等数学的抽象首先体现在，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的抽象。例如：学生最初

学的高等数学知识点是关于函数，而函数早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对函数概念及函数定义域的取值

范围，大多数学生都能够理解并求解。关于函数定义域，中学的时候常用区间表示，而高数中的定义域，

学生要认识新的概念“邻域、去心邻域”，同样也用来表示区间。对于“邻域”特别是“去心邻域”概念

的认识和理解，学生会有各种各样的疑惑，最常见的不解是，为什么邻域和去心邻域只差一点，数学表

达式却有很大差别。 
其次，像“极限思想”这样的抽象性概念，学生本就学得似懂非懂，再加上教师讲解数列极限定义，

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极限时，对初学者而言，单是认识“∀，任意”，“ ∃，存在”，“ ε，大于零，任意

小的数”等数学符号就需要一定时间，要记住，再把定义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进行理解，在一堂课里面

根本无法实现。学生前期没有认识这些数学符号概念，仅靠一节课里教师的讲解，便期许大多学生能够

理解并且课后会用极限定义解决问题，几乎难以实现。 
数学学科知识具有连贯性，所学知识会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某个知识不理解，会影响到往后更多

知识不理解。久而久之，本来很愿意在大学里好好学习的学生，会由于数学知识的抽象性，难以理解，

慢慢放弃学习。“别问为什么不学高数，问就是不懂！” 

2.2. 做不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学习效果不理想 

所学过的内容，课本上没法做到全部人都有做笔记的痕迹。课前布置的预习新课内容，几乎全班同

学的课本都是干净整洁，这是目前高数课堂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现象。 
笔者针对学生课后作业无法完成的原因进行调查，给出四个选项进行单选，分别有：作业量太多、

作业题型太难、课后时间太少、其他等原因。参与调查的人数为 161 人，回收有效问卷 161 份。其中把

没法完成作业的原因归结为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太多和课后时间太少的分别只占比 8%，而作业题型太难占

比 38%，其他原因占比 46%。 
学生做不到课前预习，教师则需要花大量课堂时间给学生讲解新知，并且给出与知识点对应的较简

单的练习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有效学习和理解新知。但课后学生没法集中精力进行自主钻研学习，就没法

透彻理解所学新知，从而会出现认为作业太难没法完成作业的情况。针对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教师做出

改进后，学习效果在期末考试中也有明显体现。 
2023 年秋季学期，就笔者任教同专业 2 个班级《高等数学 I》平时布置作业完成情况及学生考试成

绩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1 个班为中职升本班，其一个班为普通本科班级。在各班学生都没法进行课

前预习的情况下，中职升本和普通本科学生数学基础水平不同，所授课知识内容和考核知识相似，但难

易不同。 
中职升本学生课后作业来源于课中教师讲授课目的变型，难易相同。学生平时作业完成度高，效果

好。期末考试题型源于课堂讲授及平时作业变型，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60 分以上 100%。 
普通本科学生课后作业来源于课中教师讲授课目的变型，或者是综合应用题，还有部分出自作业题

目总体相比课堂训练难度有所增加。学生平时作业完成度高，但作业效果不理想。期末考试题型特点与

中职升本班级相同，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60 分以上 91.67%。 
2024 年春季学期，教研样本为两个普通本科理科专业班级学习《高等数学 II》学生。平时作业形式

和期末考核形式与 23 年秋季学期相似。从期末总评看其中一个班的及格率为 94.87%，而另一个班的及

格率为 67.44%。究其原因，及格率高的班级，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良好，而及格率低的班级，由于最后一

章的作业教师未在考试前要求提交检查，大部分学生没能完成作业。 
以上情况表明，对于大部分学生学习过程中做不到自主学习，课前课后没有认真完成好相关学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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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仅仅依靠课堂学习完全不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 

2.3. 课堂教学形式单一，无法产生学习兴趣 

课堂是学生高效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当前高等数学课堂依然还是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即“教师

讲、学生听”，“教师演示、学生观摩”课堂教学形式传统乏味，学生无法产生学习兴趣。 
针对这一学科知识公理性、抽象性较强的特点，不能完全否定“讲授、演示”这一传统的教学法，无

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对于大多数普通学习高数的学生而言，教师的讲授和演示是很重要的，传统的教

学模式存在，不能笼统的总结为课堂教学形式的单一。 
造成教学形式单一的原因有：一、课堂学时有限，一节课涉及的新知内容讲授时间不足，学生不易

理解，没法挤出多余时间组织其他形式的教学。二、大多担任高等数学教学任务的教师为年轻教师，教

学经验不足。三、教学及科研等任务繁重，教师没有空余时间对教学进行研究。四、缺乏支持课堂展开

多种形式学习的教学系统、平台及辅助工具，教学资源有待开发、共享。 
基于以上原因，当前的高数课堂大多只能呈现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这一模式下无法产生学习兴

趣，也就没法深入学习和理解数学知识，并难以学会如何在自己学科领域应用数学知识。 

2.4. 知识点的应用难度大，打击学习积极性 

高等数学相比高中之前的数学抽象性、理论性更强，知识面更广，技巧性更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

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并且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不断学习和探索，积累广泛的知识才能够理解和应用。 
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而言，教师课堂上讲授的知识，所给的例题，在认真听课的前提下，基本能

够做到对所学知识进行理解。但是让自己独自做题，很多学生依然做不出。这就导致认真听课所学到的

知识，拾到的信心，在独立做题过程中被磨灭。 
除此之外，由于各专业对高等数学的应用背景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对高等数学知识的综合应用有

较强的要求，导致学生学过相关知识点，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没有得到正面反馈，因而丧失对数学知识

的学习兴趣。 

2.5. 课程评价机制不完善，起不到监督和激励作用 

当前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不断的研究和讨论如何改进课程评价机制。很多一线教学老师，对自己

课程的考核都有自己的经验，也有自己的办法策略。但是最终的评定，会根据学校相关要求，例如平时

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进行期末成绩总评。这些看似有所改进的评价机制，并不完善，对课程教

学起到的监督作用并不明显。 
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而言，期末成绩是很好进行收集和统计的，而平时成绩需要收集和统计，则

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显然，相比在教学过程中花大量时间整理数据，我们急需一套自主的

统计和评价机制，只要学生能参与其中，就会收获实时有效的数据反馈。 
让学生随时接收数据反馈，使学生能够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对于高等数学学习而言，

平时成绩比期末成绩重要得多。但当前我们缺乏的，正是如何在平时过程中给学生反馈学习成效的机制。

在平时成绩几乎被忽略的情况下，学生不会对自己的学习产生危机意识，平时的练习任务对学生起不到

监督作用，任务完成的好坏对学生起不到激励或者惩罚的作用，因此设置更加完善和有效的课程评价机

制是当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3. 线上线下结合教学解决高数学习困难问题 

高等数学的学习要建立坚实的基础，应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方面入手[3]。做好课前预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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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借助课堂学习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把握关键概念。课后

通过大量的练习和讨论加深理解，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问题当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自信心和获得感。 

3.1. 借助线上学习平台，解决相关学习问题 

课前教师精心设计教案或提供学习视频并上传到学习通 APP，布置对应的练习引导学生在预习过程

中解决问题[4]。结合学生具体时间和所需学习学科情况，合理设置课前预习阅读时长与练习量。教师通

过阅读时长数据可以直观把握学生预习情况，再根据规定时间范围内，学生完成课前练习情况，把握学

生的预习效果，使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更加有效的引导学生把握学习重难点。教师结合信息技术手

段，录制更加有趣且内容丰富的视频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课本知识

的抽象导致畏难情绪普遍。 
课后在学习通 APP 建立习题库，为学生提供对应的练习，限定时间范围内，学生完成练习并提交。

习题库的建立，离不开教学团队的支持，根据本校各专业学生的基础情况及学科特点，依托对应的教学

团队建立不同梯度的习题库和具有学科相关背景的对应习题库，以供学生练习。不同层次的练习照顾到

不同水平的学生，使得学生们能够在练习过程中感受到学有所获，也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

慢慢提升自己的能力，缓解当前学生在练习过程中由于知识点的应用难度大，上完课依然不会解决问题，

打击学习积极性的情况。 

3.2. 利用好课堂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在课堂学时有限，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教学任务繁重，缺乏支持多元化课堂的教学平台等因素影响

下，作为高等数学教师，如何利用自己现有条件，在课堂教学中取得良好效果，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是

每位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开学第一课，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及个人学习、教学经验，给学生分析如何

更好的学习本门课程，以一个学习者和过来人的角度来谈心，给学生学习建议，拉进与学生的距离。把

课程的学习目标，考核形式，教师上课风格特点告知学生，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目标明确的

进行学习。 
为了改变“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演示、学生观摩”这一课堂教学形式，针对高等数学这一课程

特点，在进行知识点教学时，教师结合学生能力，设计出学生可以解决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一步步

引导学生总结经验，进而发现新问题。把课本里要教的重难点问题，分解成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规律，从而理解并习得相关知识。 
其次，教学过程中要适当提问学生，这不仅是了解学生是否已经掌握知识，也可以对学生课堂学习

进行监督。多数学生反馈，老师经常在课堂提问，可以帮助其养成听课和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提问后，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回答正确，及时给予肯定。回答错误，需要进一步和学生讨论，了解学生

的想法，并及时予以纠正。这既促进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也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给学生解

惑，帮助学生克服害怕参与课堂回答问题或者讨论的环节。除了提问以外，课堂中给学生更多机会在黑

板演示解题思路，教师再加以指导，也是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良好途径。 
另外，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以微视频、图表、编程等形式，解决数学问题，展示数学成果，更能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挖掘高等数学当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发挥思政的育人价值，将课程学习与育

人合二为一[4]。多种教学形式并存的课堂，不仅能使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能让学生在课堂中更加高效的学习知识，了解数学知识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领悟数学文化的育人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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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线上线下结合，完善课程评价机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高等数学课程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成为大

势所趋[5]-[7]。教师在线上为学生提供课前预习所需的资源，设置阅读时长，提供对应练习，线上平台结

合人工智能，及时给予学生预习后的效果反馈，监督未自觉学习的学生进行学习，实时更新学生学习个

人成绩及排名，更好的刺激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在线上平台完成练习并提交后，系统可以马上进行批改，给学生反馈答题情况，学生可根据答

题情况，再次抽取相关题型进行练习，提高练习量及练习成绩。人工智能的完善，可以进行更加精确的

数据分析，教师可以根据每道题的答题情况，给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指导。线上人工智能对学生的评价

更客观准确，学习效果的反馈更加及时，能够帮助教师方便快捷且客观的统计每位学生的平时成绩，并

且对学生起到很好的监督和激励作用。 
线下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出勤情况，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把握学生的总体学习

情况，监督学生持续努力学习。期末考核成绩，作为衡量学生总体学习情况的重要指标，可以利用线上

资源库，建立 A、B、C 不同等级的资源库供不同层次的学生抽取试题，尝试做到千人千卷。 
根据课程特点差异性，不同课程学生的最终成绩评定应允许有偏差。例如高等数学这一课程特点，

需要学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进行大量练习，从而更好的掌握知识。数学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较强，每

个内容都需要扎实基础，缺一不可。其平时成绩可占 60%，期末成绩占 40%，这一举措能更好的促进学

生把学习精力落实到日常各项学习活动中，重视过程性学习，改变当前学生把学习留到期末的状态。 
人工智能使得学生线上学习数据更加透明有效，线下一定比例的教师的评价，能更加有效监督学生，

使学生能重视并参与到课堂学习，占一定比例的期末的成绩，使学生能更加系统的对所学知识进行整理、

总结经验，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实时有效的评价数据，像游戏排行榜那样，使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的把

握自己的成绩，把主动权交给个人，学生就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觉地想法设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4.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关于高等数学方面，课堂教学的改革，全国各院校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这里借鉴海军

工程大学蔡晓伦老师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高等数学”“金课”的打造路径研究》[8]一文中的经

验，进一步说明，本项目利用学习通教学平台，打造“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是可行的。线上教学平台可以

有效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通过数据分析反馈给学习者和教师，因此，借助在线平台数据可以帮助教

师更高效地完成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指导。 
当前线上平台需要完善和提升的方面有：一、借助人工智能进一步完善对所做题目的解析，根据使

用者的答题情况，把每个题的答题正确率，提供给使用者，让使用者能够更加清晰认识自己的能力。二、

扩充题库，进一步完善各类题库以供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选择，建立不同学科背景的题库帮助不同专业

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应用，建立数学竞赛、数学建模、考研真题题库等供学生进行练习。三、提高

教学视频资源质量，制作相关知识点的微视频，数学家故事，课后习题解析等视频资源。 
教师是每个学校高等数学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者和建设者，建立一流的教学团队，组织教师根据本

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建设属于本校的线上教学课程亦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教师的大力支

持，更需要学校层面出台相关政策组织和帮助教师进行团队建设。丰富资源的线上教学资源及专业的教

师团队，是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持续发展的关键。 

5. 总结 

信息化背景之下，课堂讲授、课后练习这样传统的教学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教学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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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学习需求。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引导下，教师应当作为学生

学习的引导者，指导学生如何进行自主地学习，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而不仅限于传授课本的知识

点。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大班授课对学生监督不到位，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

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佳等问题。借助视频、习题库资源等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巩固知识。教师根据

学生线上答题的数据反馈，能更真实地把握学生学习情况，从而进行有效引导，提高课堂效率，弥补课

时有限问题。由此可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高等数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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