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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是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然

而，目前高等数学教学面临诸多挑战，如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教学方法单一以及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

脱节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结合互联网 + 教育的灵活多样性，进行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探索

更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以使高等数学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需求，促进其全面发展。本文将分析当

前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教学模式设计与评价、个性化教学设计与指导，以及提升学生参

与度与互动性的教学改革措施，并展望未来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旨在为提升高等数学教学

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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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mathematics is a core course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crucia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math-
ema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However, current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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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such as students’ lack of interest,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practical need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nd lever-
age the flexibility and diversity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exploring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s and methods to better align with students’ 
needs and promote their holist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pose measures for teaching model design and evaluation, 
personalized teaching design and guidance, and methods to enhanc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
teraction. It will also look ahea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aim-
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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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理念最早于 2012 年 11 月的中国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逐渐被教育行业和学

界人士所接受，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新热潮。“互联网+”中的互联网是指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表示互联网对各种其他行业的催化作用，以及互联网的新形势引爆传统

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指的是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

合，促进传统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多的价值。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在我国的各项发展建设中起到了建设性的关键作用。“互联网+”应用在我国教育中最早由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于 2013 年提出，并在 2015 年正式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信息化改革加

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见》中。该政策文件明确了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和

战略方向。因此，在教育领域中，互联网与教学相融合的教育形式已经成为了教育信息化的标志性产物，

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形成“互联网 + 教育”教学新模

式，弥补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不足，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等数学作为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内容，对于培育学生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有着促进作用，进而成为

高校课程建设的重点。高等数学作为高等院校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然而，在当

前高等数学教学方式存在一些弊端。例如，以教师为中心，采用课堂讲述和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学生

缺乏参与和互动的机会；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个性化程度低；教学内容涉及到一些抽

象概念和复杂的数学符号，学生往往难以直观地理解和应用这些概念；注重理论推导和运算技巧，忽视

了帮助学生建立直观感受和几何思维的机会；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与实际应用场景的联系，难

以将数学概念和技能应用到实际问题中；教师通常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程度从而导致学

习进展受阻等。这些弊端表明传统高等数学教学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满足现代学生的学习需求。 
随着传统教学模式弊端的不断显现，教育界正在掀起一场变革，通过寻找教育新模式对传统教学模

式进行补充，以实现更好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与互联网两者相结合，

形成了“互联网 + 教育”的新的教育模式。随着“互联网 + 教育”热潮的出现，许多教育机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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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腾讯课堂、网易云课堂、爱课堂和淘宝教育等，并引入了新形式的教育模式，如微课程、视频公开

课、慕课、辅导资料、作业习题库和解题应用程序等。顺应互联网发展潮流，传统高等数学教学方式需

要革新。尤其在疫情期间迫使人们由线下面授教学转向在线网络教学，存在很多对在线教育规律认识不

足、优质适切的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使得互联网+的教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针对当前大学生对网络依

赖性较强的特点，高校需将互联网技术与高等数学教学深度融合[1]-[5]，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从而促进高等数学教育的创新与发展。鉴于高等数学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有许多研究正在探

索“互联网+”模式与高等数学教学的结合，见[6]-[12]。黄苗苗等[6]研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利用

信息化技术提升高等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张庆月[7]探讨了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高等数学教学，以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刘东艳等[8]探讨了在“互

联网+”思维模式下，通过线上教学资源整合、网络直播与课程录播以及创新作业设计等方式，提高高等

数学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刘渊等[9]探讨了在“新工科”和“互联网+”背景下，针对贵阳学院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措施，以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创新型工科人才。文献[10]探讨了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教师引导和学生主动参与，利用网络资源

开展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习惯和数学素养。文献[11]研究了在“互联网+”背

景下，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高等数学课程评价体系，以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文献[12]研究了在

“互联网+”背景下，通过重构高职《高等数学》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在国外也

有许多关于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创新的研究[13] [14]。Breslow 等[13]主要研究了 edX 上的第一个

MOOC 课程“Circuits and Electronics”(6.002x)的学习情况，通过分析学生的在线互动数据、成绩和问卷

调查结果，探讨了学生的背景、课程资源使用情况、参与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成就和在

课程中的坚持度。文献[14]探讨了吸引人们注册 MOOCs 的因素、以及他们的学习目标、参与过程中遇到

的挑战以及最终完成课程的可能性。此外，论文还可能分析了影响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成果的因素，以及

MOOCs 在实现其扩大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承诺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和现实限制。由此可见，“互联

网+”教育模式在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对高校数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为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

带来了一系列优化和创新，提供了多种现代高科技的教学手段，可以改善高校数学教育的理念、评价和

教学模式，并实现差异化教学。 
鉴于“互联网+”应用到高等数学教学中研究还不够完善，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以适应每位学生的学

习和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总之，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创新

实践与研究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同时也为教师的

专业发展提供了机会。我们应该不断改进和优化教学实践，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提高教学效果

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2. 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发展不足之处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对现实教学模式的探索，当前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仍存在诸多

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 教学资源的质量和多样性有限：虽然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教学资源和学习工具，但是高等数学的

内容较为复杂，需要更丰富、高质量的教材和学习资源来满足学生的需求。目前仍然存在着教学资源的

匮乏和质量不一的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优质资源。 
(2) 互动性和个性化学习支持不足：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应该注重提供互动性和个性化学习的支

持，但目前许多教育平台和应用工具还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学生需要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实时

反馈和专属指导，以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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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足：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但

目前很多学生对于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方法缺乏指导。学生需要培养自我管理、信息获取和问题解决的能

力，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学习需求。 
(4) 评估体系的不完善：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如何进行有效的评估仍然是一个挑战。传统的考试

评估方式可能无法全面评估学生的能力和学习成果，在线学习的特点也使得评估变得更加复杂。需要研

究和探索更加科学、全面的评估方法，以准确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的有效性。 

3. 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措施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非数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数学思维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无论是工科、理科、商科还是社科等非数学专业的学生，都需要

通过学习高等数学来建立起扎实的数学基础。此外，高等数学还具有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的作用。无论是从学科的重要性，还是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角度来看，高等

数学作为高等学校非数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还为

他们的综合素质提供支持和培养。基于此，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将互联网与高等数学教学相结合，采

取以下创新措施： 

3.1. 教学模式设计与评价 

高等数学是许多专业的基础，广泛应用于工程、物理、经济、计算机科学、医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

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并优化决策。长沙理工大学作为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高等数学是学生培养的重

要基石。结合日常授课经验，我们设计了多种教学模式，并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评估。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针对高等数学教学特点和学生需求，设计多样化的在线课堂模式，包括直播讲解、录播课程、互

动答疑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习惯和需求。然后，结合学生反馈和评估数据，定期评估和优化教学

模式，采用问卷调查、学生成绩分析等方法，了解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的接受度和学习效果。最后，建

立教师共享平台，促进教师间的经验交流和教学模式的共享，以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共同成长。 

3.2. 个性化教学设计和指导 

为了促进高等数学教育，需要设计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每位学生的学习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应因材

施教，帮助不同的学生掌握和应用高等数学的知识。长沙理工大学目前在校生达 4.8 万人，来自五湖四

海。为此，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适合的个性化教学，以提升他们对高等数学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具

体操作方法如下：首先，利用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学生画

像，根据学生的学习历史、学习偏好和能力水平，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计划。然后，设

计智能学习系统，通过推荐算法和自适应学习路径等方法，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学习内容和难

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最后，持续收集学生学习数据，深入研究个性化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成效

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优化个性化学习环境。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有助于提高高等数学的学习效果，

从而推动理工科的发展，进而将其应用于生活，回馈人类社会。 

3.3. 学生的参与度与互动性提升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并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我们在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的基础上，

进一步调查学生的参与度，提升互动性，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通过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例如小组讨论、实践项目和在线互动平台，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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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还能增强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操作方法如下：首先，利

用在线讨论工具和社交平台，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小组讨论、学术辩论等活动，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互动性。然后，设计在线互动题目或游戏化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竞争性，增加学习

的乐趣和动力。最后，提供实时反馈和评估机制，及时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针对性地调整

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 结束语 

本文旨在探讨基于“互联网+”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实践价值。这

种教学模式的探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针对当前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时面临的教学资源质量和

多样性有限、互动性和个性化学习支持不足，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不够等问题，本文提出了教学模式

设计与评价、个性化教学设计与指导，以及提升学生参与度与互动性的教学改革措施。本研究不仅在互

联网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还能够培养具备扎实高等数学知识的理工科人才，从而为社会发展

带来显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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