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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作为大学生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学好高等数学是理工科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程的前提。因此，

检验学生高等数学学习效果非常有必要。如何能及时、合理地检验出学生高等数学的学习效果，最重要

的是要找到适当的方法来评估。本文探究了评估学生高等数学学习的评估方法包括出勤情况、课堂表现、

作业布置、课后反馈、项目评估、论文撰写、考试设计等。学生在这些评估方法下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

学习情况并及时调整学习方法，旨在促进学生高等数学的学习。 
 
关键词 

高等数学，学习效果，评估方法，促进学习 
 

 

An Exploration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 
for Advanced Mathematics Learning 

Jialing Zhu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Received: May 23rd, 2025; accepted: Jun. 30th, 2025; published: Jul. 7th, 2025 

 
 

 
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learn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well.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tes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How to timely and reasonably tes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nd appropri-
ate methods for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ssessment methods for evaluating students’ 
learn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cluding attendance, classroom performance, homework as-
signments, post-class feedback, project evaluation, thesis writing, examination design, etc. Under 
these assessment methods, students can promptly understand their own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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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their learning methods in a timely manner, aiming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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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评价是指在一定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依据确立的教育目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对

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科学判定的过程[1]。纵观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历史

发展，一般认为大致经历了古代的传统考试、近现代的科学测试和当代的科学评价三个不同时期。因此，

教育评价来源于古代学校对学生的学力检验，但是，教育评价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则直接来源于 20
世纪初兴起的一种以追求考察教育效果的客观性为目的的教育测验运动。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美国高

校通过课程论文、实验报告、课堂演示等多形式动态评分，工科需完成分组实验项目及毕业设计。英国

采用作业、考试、课堂参与等综合评定，部分专业要求单科不低于 B 级。另外，欧美高校还建立专项框

架，通过情景化任务、可视化过程评价知识迁移与创新思维。普渡大学 Signals 项目通过红黄绿灯实时反

馈学业风险。马里兰大学 CMA 工具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学习行为数据。在我国，高等数学是一门基础学

科，其知识点涉及到一系列高阶的数学概念、技巧和方法，它是物理、工程、信息学等应用学科的基础、

前提和保障[3] [4]。高等数学主要包含微积分学、多元微积分、向量代数和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级数、

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等内容[5]。学好高等数学，不仅可以扩宽我们的学科知识，而且有利于我们应用

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学校层面如何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一个需要谨慎思量的问题，因为学生

的学习成效对自身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评估学生的高

等数学学习效果的方法多采用平时成绩(多为考勤和课后作业)占百分之三十，而期末考试成绩占百分之

七十的比例来构成学生的综合成绩。对于这种评估方法，它有一些缺点。首先，它的评估方式过于单一，

只由两部分构成，它能评估的方面过少，无法全方位地来衡量一个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学习效果。其次，

这两项评估方法是学生比较容易满足要求的，一方面，对于考勤，很多学生只是按时到课了，但是在没

有参与到课堂中来，在课堂上没有跟着老师的引导来完成课堂的各个环节，尽管这样，他们也可以拿到

考勤成绩。对于课后作业，很多同学在课堂上没有认真听课，课后如果不花时间去对老师布置作业的相

关知识点进行学习，那么他们有很大概率是无法很好地完成课后作业的。然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习题

讲解的书籍，他们通过参考习题解答，将对应答案抄在了作业本上反馈给教师，教师看到的情况是学生

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较好，那么这一部分课后作业的平时成绩也会给到学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拿

到较好的平时成绩是较为容易的。另一方面，对于期末考试很多学生才开始重视起来高等数学这门课程，

他们在教师宣布期末考试时间前两周才开始自学课程，纯纯为了应付考试，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追

求，能达到六十分及格的要求就对自己很满意了。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机制实际上对学生现在和未

来的发展都是有阻碍作用的，实际上，学生的发展情况也反过来影响着学校层面的发展[6]-[8]。因此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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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学生高等数学学习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而且亟需解决[9]。 
不同的评估方法，反映了高等数学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和检验，下面我们将从出勤情况、课堂表

现、作业布置、课后反馈、考试设计、项目评估、论文撰写等评估方法来一一介绍如何设置，以及这些评

估方法可以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进一步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发展。 

2. 七个评价指标 

2.1. 出勤情况 

高等数学的课堂能顺利进行，考察学生的出勤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大学高等数学这门课程的

课堂很多时候都是人数较多的大课堂，教师如果通过点名的方式来考察学生是否到课，需要的时间成本

较大，而且由于人数比较多，教师也较难记住全部学生的名字，在点名的时候还会出现有同学帮忙答到

的情况，因此靠直接点名的方法来查看学生的出勤情况不是很好。实际上，教师可以借助网络，在小程

序上给学生设置一个实时定位二维码进行扫码签到的形式来签到，这样一来，一方面节约了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没有来的同学也无法签到，教师能很快了解学生的到课情况。对于出勤，它只是高等数学这门

课程的最基本要求，教师可以将其所占比例调低，比如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只要到课这部分成绩可

以拿到。但是，基于考勤所占比例较低，很多同学可能认为不去课堂影响不大，这样将导致课堂的实施

较为困难。教师此时可以添加附加条件，比如不到课就采取惩罚机制，可以扣掉大于百分之五的平时成

绩，这对学生来说就会起到一定的约束力，这也将有利于教师引导学生进入到课堂中来。 

2.2. 课堂表现 

在大学的课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师在自导自演，学生对教师的授课过程很少有回应，他们只是

被动的接受知识，甚至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课堂上，高等数学课程也不例外，这无疑对学生和教师的发

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增加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考察，采用鼓励和奖励的机制来激发学

生对高等数学课程的兴趣，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这正是强化理论(行为主义)的体现，正强化(奖
励)增强行为倾向，负强化(惩罚)削弱行为倾向。在教师期望的行为发生后施加积极刺激(如奖励、表扬)，
增加该行为重复概率。通过消除厌恶刺激(如减少学生学习压力)强化行为，促使学生个体主动维持教师的

期望行为。例如，鼓励学生积极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或者激励学生在听完教师的讲解后在教师的引

导下经过自己的思考对教师所授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质疑。教师也可以设置小组讨论环节，增加课堂

形式的丰富性，对学生讨论的结果进行评价等。教师可以根据课堂里具有突出表现的学生采取加分制，

增加他们的平时成绩，这将有利于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教师所授课程相关内容的

掌握，同时教师也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具体来看，比如教师要给学生讲授导数的概念的内容时，首

先就是新课内容的引入方式，教师可以选取一个物理问题作为引入：“一个小球自由下落，它在下落 3 秒

时的速度时多少？”课堂刚开始，一位讲授数学课程的教师抛出了一个物理问题，这便引起了学生的注

意，教师此时可以鼓励学生认真利用自己所学的物理知识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对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

无论对错给与加分奖励。这样一来，很快就引起了学生对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的激情。教师在学生回答

完问题后，进行评价和总结，进而引导出导数的严格定义。在讲解完导数的定义后，请同学们来分析定

义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择优奖励平

时分。这样一来，锻炼了学生或独立或以团队的形式来分析问题和找到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加深刻地理

解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这会比教师直接告诉学生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更能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如果

一堂课的时间比较充裕，教师还可以在讲解完例子后，抽取同学到黑板演绎相关知识点的应用，对同学

的表现给与加分奖励，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胆识，也高度反映了大部分同学在学完本堂课内容后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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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实时掌握情况，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然后调整自己的教学过程，旨在最大限

度促进学生的高等数学的学习。因此，添加课堂表现这一评估项，教师和学生都能取得较高的课堂获得

感和幸福感，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发展。 

2.3. 作业布置 

奥苏贝尔提出有意义学习需将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建立实质联系(如符号学习、概念学习、命题学

习)，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结合提升效率。学生除了接收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还应该通过课后作业

实现发现学习的目标。作业布置是检验学生对当堂课以及前面课程所学内容掌握情况的一个必要环节。

这时，教师可以采取创新性地布置作业方法，可以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教材上的课后习题，让学生有机会

直接抄袭答案，敷衍了事的现象出现。例如，教师可以根据课堂上学生的表现情况设置一些与所学内容

吻合的且符合自己学生水平的难易恰当的题目。当然，这需要教师来精心设计。实际上，课后作业不在

多在精，如果教师只是把大批量的作业布置给学生，学生在作业量上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很可

能为了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缺乏自己独立思考，甚至阻碍了他们发挥大学生阶段独特的创造力。因此，

教师只需设计少量复合型的题目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另外，教师可以根据每次课后作业的含

金量来动态调整其占平时成绩的比例。 

2.4. 课后反馈 

学生高等数学学习效果如何与教师教学效果如何是密切相关的，想要提升一定离不开学生对教师课

堂的反馈。大学生是一个思想较为成熟的群体，他们在上完大学相关课程后要么独立去思考自己对相关

内容的理解和拓展，要么直接对所学知识放任不管，后者对教师的教学的有效实施以及学生学习都有阻

碍作用。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多种方式对教师的课堂进行评价和反馈，例如教师可以在授完某一章节后

可以找班级不同层次的学生谈谈心，及时了解他们对哪些知识掌握得较好，对哪些知识的掌握存在困难，

并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后续可以插穿在课堂中对相关知识进行巩固、强化和检验。学生也可以采用书

面的方式向教师所授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疑惑、对教师的建议等。课有余力的老师还可以

设置调查问卷，根据自己对课程所授内容的理解，以及自己以往的经验设置一些问题来反映学生对课程

的掌握情况，甚至还可以在问卷题目中反映学生对教师授课方式、内容等的满意程度和建议。教师在收

到这些反馈时，要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并给予学生正面的回应，帮助学生及时答疑解惑，这对持续实

施这项考核机制有很大的帮助。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教师根据学生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学方

式等，以最大限度地将以后的课堂完成得更好，从而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2.5. 项目评估 

现今，高校有较多关于高等数学相关的大学生项目进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加这些项目的申报，

根据自己对所学相关知识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队友进行组队参加团队感兴趣的项目。一方面，申请项目

的过程正是所学高等数学相关知识的应用过程，这也体现了利用高等数学解决问题的价值。学生通过成

功申报大学生高等数学类相关项目可以增加他们继续学好高等数学的信心，从而更加投入到以后的高等

数学课堂中去，最终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但是，由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还不足，所以在项目申请的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挫折，这时教师可以一步步地去引导学生去完成项目申报。 

2.6. 论文撰写 

大学生会撰写论文是大学里一项必备的技能，因为最实际的便是每位大学生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

撰写。具备撰写论文的能力对于以后还要升学继续做科研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讲授高等数学的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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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高等数学学科的特点，为学生提供合适的选题来选择，例如，教师可以提供这样的选题：“实数

完备性定理的等价性证明与几何应用拓展”，“多元函数可微性与连续性的非对称关系”，“研究含参变

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判别准则的创新”。第一个选题是考察学生对实数完备性定理的掌握情况，根据

自己的理解探索出其等价性证明，并通过证明巩固对定理的理解，从而继续探索其在几何领域的应用。

第二个选题是考察学生对两个基本概念“多元函数的可微性”和“多元函数的连续性”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深入分析和挖掘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选题是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理解已有的含参变量

积分一致收敛性判别准则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创新。当然，这需要学生具备较为深厚的高等

数学功底，利用已有的知识储备来做剖析、提出方法并论证。这几个选题都是较为具体的知识点的运用，

教师也可以提供较大的高等数学题目来考察学生对高等数学相关知识的整体掌握情况，例如，“高等数

学在新冠疫情传播模型中的运用”、“高等数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等等。这些课题就需要学生全面

搜集相关资料、整理资料，将相关模型与所学高等数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并联合应用多个知识点来解

决对应问题。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开放性的方式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与高等数学相关的课题来撰

写论文，这也锻炼了学生独立动手寻找课题的能力。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相关论文的撰写，有利于他们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巩固、思考、创新和应用，进而促进他们今后的高等数学知识的学习。客观地，由于高

等数学课程一般设置在大一，此时教师给学生布置写论文的任务，学生难免会有畏难和认为繁琐的情绪，

教师应积极疏导学生的情绪，鼓励学生迎难而上，挑战自我。 

2.7. 考试设计 

考察学生一门课学得情况如何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考试，高等数学学习也不例外。考试相对于

其他考察方式来说较为正式，会引起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学习的重视，考试结果也能真正反映学生对高

等数学这门课程的掌握情况。教师通过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具体阶段，设计适合考察学生的相关题目，

通过学生最终呈现的考试情况，教师可以进行分析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以后高等数学的授课提供

改进的方向。学生也可以从自己在考试的过程中对相关题目的解题情况进行查漏补缺，从而为今后的高

等数学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正是由于期末考试形式严谨，导致部分学生在考试的过程感到紧张，

从而导致发挥失利，不能反映自己的真实水平。教师可以在考前给予学生鼓励，勿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

调整好心态对待考试。 

3. 调查研究 

根据出勤情况(5%)、课堂表现(15%)、作业布置(5%)、课后反馈(5%)、项目评估(10%)、论文撰写(10%)、
考试设计(50%)这七个部分构成的评价体系，搜集整理了分别位于上、中、下游的高校的高等数学课程学

生的最终成绩，通过数据显示学生的最终成绩呈正态分布，符合学生学习效果的规律。从学生的得分情

况，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出勤情况、作业布置和课后反馈所占比例较低，但学生的得分率很高，这正是

由于教师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促进了学生的积极参与，进而学生在课堂表现方面也很活跃，得分率也

较高。由于本科生的知识储备还有限，对新型评价项目评估和论文撰写还不是很擅长，因此这两项得分

率较低。为了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教师应跟进这两方面的培养。基于学生积极到课、参与课堂、课

后总结为期末考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期末考试所占比例也较高，学生非常重视这一部分的评价，所

以学生的期末得分率也较高。总体来看，这个评价体系是新颖且合理的，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

来调整所占比例，旨在提高学生的高等数学学习和自身发展，同时也促进教师的教学。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摒除单一化的高等数学学习评估机制并优化完善对学生高等数学学习的评价机制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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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等数学授课教师以及学校层面可以从出勤情况、课堂表现、作业布置、课后反馈、项目评估、论文

撰写、考试设计等来思考，选择适合自己学生情况的多样式评估方法，并合理分配这些评估方法所占的

比例。在优化和完善的高等数学学习评价机制下，学生可以及时找到自己薄弱的地方，及时调整自己的

学习。在优化和完善的高等数学学习评价机制下，教师可以找到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自己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因此优化和完善的高等数学学习评价体系就像是指南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

了方向，在其指引下，学生和教师的能力都能达到有效地提升，进而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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