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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工科教育理念的提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高等数学教学面临不小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主

要探讨了新工科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趋势，分析了人工智能的运用对高等数学教学效果的影响。在新工科

背景下，论文通过对教学效果与困难的分析，阐明了人工智能融入高等数学教学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提升个性化学习体验。

但同时，人工智能也给教育教学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为此，本文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应对之策。论文研究

结果对于指导新时代下的高等数学教育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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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faces gre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tre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igher mathema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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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of integrating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and difficul-
tie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use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s can, to some extent, im-
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
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AI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or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in guiding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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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如汹涌浪潮席卷各领域，新兴工业技术随之而生。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变革的必然趋势。文献[1]从变革

和引领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理念和模式、创新与应用、发展路径等进行了详细讨论。

进一步，文献[2]聚焦于大学教育革新之路，从超学科、重思维、智能化三个维度论述并指明了未来高等

教育发展之道。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文献[3]阐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逻辑，为教育实现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依据。毫无疑问，未来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人工智能对其进行赋能。 
为了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冲击，加速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新工科人才[4]。实现这一目的需借助智能教学助手、个性化学习平台、智慧课堂和智能教育

系统等工具，以丰富教育教学手段，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5]。同时，人工智能也推动着教学方式发生转

变。依靠数据分析技术手段，教师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促进者，更关注

学生个体差异与学习成效。这种转变促使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引入更多互动性与体验式学习的元素，以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到了不少课程教学过程中。例如，文献[6]-[8]分别论述了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不同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探索，其结果表明这一融合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

具有启发意义。 
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教育的基础课程之一，它不仅为理工科学生提供了必要的数学基础和工具，并

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新工科背景下，传统

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存在着一定局限，难以满足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方式与学习体验的优化

需求尤为迫切。文献[9]-[11]就新工科背景下的高等数学教学实践进行分析论述，并从混合式教学、新教

学模式等多个方面阐明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流程、提升教学质量的必要性。人工智能作为当今

最前沿的信息技术之一，其优势明显。它不仅能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提高教师授课的质量，还能通过

个性化学习策略，满足学生在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时的不同需求[12]。例如，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则可以构

建数学知识图谱，进而有效呈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学生的掌握程度，进而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那

么，在教学中引入人工智能成为了必然趋势。一些院校已着手尝试结合深度学习等技术，开发基于大数

据的学习质量分析工具。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并与课程内容、学生反馈及考试成绩等数据融合，形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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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馈机制，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由此可知，探讨分析人工智能对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影响，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 新工科背景概述 

2.1. 新工科的教育理念 

如文献[13]所表述，新工科教育理念是响应科技进步与社会需求的教育范式更新，强调跨学科融合及

应用导向，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新工科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不再单纯侧重理论知识传

授，而是强调工程能力、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在课程结构上，新工科教育倡导课程整合，

将多个学科知识进行交叉融合，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发展创新性思维。同时，跨学科合作

与团队精神也是新工科教育理念的核心。通过跨学科课程，学生尝试多元视角碰撞，学习如何与其他专

业或领域的人士合作，进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及跨学科沟通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工科教育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习的引导者和合作的促进者。

教师需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掌握新的教育技术，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提升自身的教学与

科研能力，以适应新工科教育的要求。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能够在知识的探索与构建过程中，提升批

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从而成长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2.2. 新工科与人工智能融合趋势 

新工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使得课程

的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能拓宽学习资源和实现自主学习。

它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材料。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和方式，

实现个性化学习。其次，该技术能提升教学效率与学生参与度。通过在线学习方式，它打破了地域限制，

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同时，人工智能还促进了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

变革。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高等教育可设计跨学科课程，实现知识的融合与创新，这也符合新工科教育

的初衷和要求。最后，人工智能有力地推动了混合式、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的应用，提高了教学的

互动性和有效性。基于以上优势，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新工科教育之中，为其赋能，促使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3. 人工智能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运用 

3.1. 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高等数学的学习难度历来被广大学生所公认。在新工科背景下，新兴产业和技术对学生掌握高等数

学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让不少学生在学习时倍感压力和疲惫。如何理解极限、连续、微分、积分、级

数等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高等数学知识点之间具有很强的连贯

性，一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往往直接影响到后续知识的学习。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中时刻保持对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否则容易陷入“一步错，步步错”的困境。鉴于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难度，引入人工智能进

行辅助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与高等数学教学的融合，最直观的体现是智能辅导系统，它具有以下优势：1) 智能辅导系

统能实时分析学生学习状态，进而识别知识盲点，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高等数学学习内容与复习计划。

例如，基于推荐算法的学习平台能根据学生学习历史与成绩，动态调整学习难度和推荐相关的习题，让

学生更有效地理解与掌握知识。2) 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和时间规划，定制个性化的

学习方案，包括学习内容、学习进度、练习题等。它还能根据学生表现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包括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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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评价、错误问题的解析、学习建议等。这有助于学习者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并调整学习策略。3) 
智能系统能够详细记录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进度，如各章节完成情况、作业提交情况、在线学习时间、

测试成绩、互动情况等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系统能识别学生在哪些知识点上还存在困难。这将有助于

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 
总之，人工智能的引入为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机遇。该技术将对高等数学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在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的同时，也为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3.2.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改革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为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在新工科背景下，这一技术对高

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引领作用愈显重要。不少高校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通过“AI + HI”
课堂变革行动计划，积极探索“AI + 教学”的创新模式[14]。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将获得更加个性

化的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过人工智能赋能后，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开展针

对性学习。在传授知识同时，新的教学模式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教师能有效指导学生提升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

的能力。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被赋能后的教学模式还具有以下优势：1) 精确定位学习需求；2) 实时反

馈与指导；3) 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4) 优化高等数学的教学流程等。这些优势和特点将会使高等数

学的教学更加高效、个性化、丰富和有趣，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达到更高水准的学习效果。 

4. 影响分析与应对之策 

4.1. 教学效果分析 

为客观反映人工智能对高等数学教学效果的影响，我们对学校 200 名大一学生开展对照实验。首先

将学生分为设定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100 名学生)。其次，我们对教学内容加以筛选，选取高等数学中部分

较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函数极限、导数与微分、积分等。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智能辅助教学系统

和传统教学模式授课，进行效果对比。随后，我们选择适当的且覆盖基础知识内容和简单应用问题的考

核点作为测试内容，采用同一测试方式对学生进行了前测和后测。从测试中，我们收集关键数据，如对

应的成绩提升量等，并将数据归纳整理为教学效果评估表，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form 
表 1. 教学效果评估表 

教学内容 传统教学

前测成绩 
辅助教学

前测成绩 
传统教学

后测成绩 
辅助教学

后测成绩 
传统教学

成绩提升 
辅助教学

成绩提升 
教学效果

提升比例 

函数极限 68.5 70.2 79.0 83.6 10.5 13.4 27.62% 

函数连续 60.2 63.5 74.4 82.2 14.2 18.7 31.69% 

导数与微分 56.9 60.1 68.4 75.4 11.5 15.3 33.04% 

定积分 58.4 61.2 68.2 73.4 9.8 12.2 24.49% 

解微分方程 52.9 55.7 64.2 68.8 11.3 13.1 15.92% 

多元函数微分 62.4 64.5 74.5 78.7 12.1 14.2 17.36% 

二重积分 57.6 60.3 66.4 71.6 8.8 11.3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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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传统教学与人工智能辅助前侧和后侧成绩，均指的是各组内 100 名学生的平均成绩。表 1 中

的量化指标，除了传统的成绩量化外，教学效果提升比例也作为关键参考，其定义为：(辅助教学成绩提

升量 − 传统教学成绩提升量) ÷ 传统教学成绩提升量。这一关键参考指标旨在直观比较两种教学模式的

效果差异。例如，在函数极限教学中，经过传统教学后测试成绩的平均提升量为 10.5 分，而人工智能辅

助教学组的平均成绩提升量为 13.4 分，教学效果提升比例高达 27.62%，这说明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在帮助

学生掌握该模块知识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从表 1 结果可知，在高等数学不同章节内容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帮助后的测

试成绩普遍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测试成绩。这说明在提升教学效果、优化教学策略方面，人工智能的

作用正在逐渐凸显，它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教育进行了赋能。 
结合教学过程对表 1 中的实验结果加以分析，可知 AI 技术对高等数学教学效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核心优势在于个性化教学与智能辅导，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和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尤其在课程教学上，

1) 人工智能帮助教师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师可根据智能分析的结果，调整教学策略，提供更具体、

更深入的讲解和练习，使学生更容易真正掌握所学知识。2) 利用智能教学系统，教师可更加高效地管理

课堂，减少重复性的教学工作，从而有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学习进展，提升高等数学的教学

效率和质量。3) 智能教学系统能自动批阅作业和试卷，为教师提供及时、准确的教学反馈，有助于教师

更好地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总之，人工智能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流程和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

和差异化的学习需求，提高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4.2. 困难与挑战 

正如文献[15]所表达的观点，尽管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初显成效，但它仍无法完全替代人类教

师。尤其是在情感交流、创造力、道德教育等方面，无法起到教师一样的作用。同时，人工智能在辅助教

学方面也存在弊端和挑战。我们通过对 100 名实验组学生进行访问调查，整理归纳了一些人工智能在高

等数学教学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或挑战，见表 2。 
 
Table 2. Dilemmas faced by AI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表 2. 人工智能在教学中所面临的部分困境 

面临困境或挑战 困难描述 

过度依赖 AI 过于依赖人工智能进行教学辅导，而不愿深入思考、探索和尝试，长期可能削

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缺乏真实交流互动 减少了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机会，影响沟通能力、人际交往等能力的发展；

无法提供情感支持与安慰 

技术适应性不均衡 并非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和有效利用 AI 进行辅助学习，技术适应性的差异会导

致学生学习效果不均等，出现分化 

诚信与道德问题 在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作业、开放性研究问题以及实践报告时，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完成，影响学术诚信和道德观念 

学习评价不够客观 目前，学习效果评估依赖于预设的评价标准和智能算法。这些评价标准还无法

足够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 

 
表 2 中左侧栏罗列了人工智能在教学中主要面临的困境或挑战，右侧栏则对困难或挑战的具体描述。

对于部分学生，尤其是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的同学而言，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辅助学习时，所面临

的问题往往更多。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人工智能缺乏情感交流。高等数学的学习伴随着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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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然而，智能系统无法像人类教师那样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无法化解学

生心理上的挫败感。其次，高等数学的内容既深且广，目前智能系统还无法涵盖所有重要的概念。一方

面，学生为了应付繁杂的作业和实践报告，往往会长期依赖 AI 技术，导致思维的懒惰，反而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学生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如文献[16]-[18]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

让学生更倾向于依赖 AI 提供的解决方案，而非通过自己努力和思考来解决问题，这无疑阻碍了学生的健

康成长，也影响学术诚信和道德观念。此外，由于大学生源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每位同学了解、应

用和适应智能辅助系统的程度差异较大，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均等，可能造成两极分化，造成部分学生

学习的挫败感，影响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最后，学习效果的评估依赖于预设的评价标准和智能算法。

这些评价标准目前还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从而影响教师对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

的准确把握，这也是当前挑战之一。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改善高等数学教学质量是亟待人们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3. 应对之策 

为应对人工智能给教学带来的困难和挑战，结合教学经验和实际，本文提出以下一些应对的策略供

大家参考。1) 针对学生可能过度依赖 AI 的困境，学校和教师应向学生明确规定智能辅助工具的使用范

围和限制，避免学生完全依赖 AI 完成作业或考试。尤其是设计部分作业为“无 AI 辅助”环节，强调独

立思考的重要性。同时，引导学生对比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与自己的解答，讨论差异并反思改进。2) 对
于缺乏真实交流互动的问题，教师可在课堂上设置讨论环节，围绕数学问题或相关话题展开辩论，提升

学生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另外，可适当布置需要小组合作完成的项目或作业，例如数学建模或跨学科研

究等，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加强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教师也有给与学生关注和指导，缓解它们学习上

的焦虑感。3) 对于学生不能较好地适应和利用 AI 进行辅助学习的困难，教师可引导学生了解 AI 的基本

原理和功能，以及它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教导学生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相关工具，如在线学习平台、

智能辅导软件等。4) 使用人工智能导致的诚信与道德问题，需要教师引导和教育学生如何正确、合理地

使用智能工具进行辅助学习，而不是完全依赖它；进一步，对违反规定、乱用这一技术完成作业的学生

进行严肃处理，通过惩罚措施来警示其他学生，维护学术诚信的严肃性。5) 智能系统辅助教学时评价不

够客观的挑战，需要我们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从课堂表现、作业、小组作业等多个角度加以评价；

此外，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优化评价教辅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专业判断对学

生学习效果进行合理客观地评价。 
除此之外，学校层面还应开展教师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提升培训，提高教师使用 AI 的能力。同时，教

学单位要与技术开发人员、教师和学生等开展多方面交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与教学的融合与创新。教

师层面，教师可深入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的方法，积极利用技术手段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

点，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和方法；同时引导学生接受新的教育模式，倡导学生正确对待和使用人工智能。

学生层面，应努力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及时反馈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理性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学习。如此，

人工智能技术才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 

5. 结论 

在新工科背景下，人工智能对高等数学教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还将

促进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变革。针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人工智能可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实时监测学生

学习进度，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从而提升学习效果。此外，人工智能在推动教学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对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学生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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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辅助下的学习质量等问题是需要教育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未来的教育者仍需要探索教育与人

工智能相辅相成的新模式，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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