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愁劫扩穿
J ou r n。 , 。 *

鳃盖当忿裳靡氰得
e

e h n o l o g y

V o l
.

8 N o
.

3

o e t
,

1 9 9 5

提高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效果的探索与实践

张兴龙

(扬州大学水利学院
,

扬州
,

2 2 5 0 0 1 )

高等数学是工科院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

础课
。

它不仅是学习后继课程必不可少的基础
,

而且

对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

它的教学质

量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继课程的教学
,

乃 至最

终影响到培养目标的实现
。

因此
,

努力提高高等数学

课的课堂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

本人在这一方面作了

一些探索和实践
,

总结成本文
,

旨在抛砖引玉
。

一
、

重视教法
,

力求最佳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所使用的工作方法
,

它是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

因此
,

重视

教学方法的选择是教师搞好课堂教学的重要原则
。

数学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

即新授课和 习题

课
。

新授课又可分为
“
概念型

”

课 (如粉叫 约概念
、

导

数的概念
、

定积分的概念等 )
, “

方法型
”

课 (如极限的

运算法则
、

求导法则
、

分部积分法等 )和
“
理论型

”

课

(如微分中值定理
、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等 )
。

对

于
“

概念型
”

课
,

我采用
“
课前预 习一课内讲解一课后

围烧芯考理复丹
”

的方法
,

这种类型的课必须十分注

重启发诱导
,

使学生掌握概念的实质
。

在讲课过程

中
,

针对教学内容有目的地提出一些问题
,

较简单的

让学生当场思考
,

当场回答
,

较复杂的留给学生课后

复习时思考
。

对于
“

方法型
”

课
,

我采用
“

精讲多练
,

讲

练结 合
”

的方法
,

尽可能地多举一些典型例子
,

并把

例子分为三部分
,

一部分详细讲解 ;另一部分只讲思

路
,

具体解题过程由学生 自己完成
;

还有一部分
,

在

教师的启发下
,

让学生自己分析解题思路
,

自己写出

解题过程
。

对于
“

理论型
”

课
,

我一般采用
“

讲练结合
,、

以讲为主
”

的授课形式
,

着重讲清楚如何正确运用定

理来解题
。

至于习题课
,

我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教学方

式
,

这些方式有
: “

作业 纠错 + 例 题 分 析 + 学生演

练
” 、 .

归纳小结 十 问题抢答 + 习题讲解
”

和
“
归纳 小

结十单元 浏验
”

等
。

总之教学方法的选择
,

必须灵活

多样
,

以达到最佳课堂效果为目的
。

二
、

指导学法
,

让学生学会学习

学生的学 习 方法也是影响课堂的一个重要 因

家
。

高等数学课在大学一年级开设
,

学生刚刚跨进大

学校门
,

一般还 习惯于中学阶段的学习方法
,

独立看

书少
,

自学能力差
,

依赖性强
,

对大学快节奏的课堂

教学不能完全适应
。

针对这种情况
,

根据高等数学课

程的特点
,

我利用上课
、

辅导答疑等机会
,

友复强调

课前预 习
、

课内记笔记
、

课后及时复习的重要性
,

使
{

学生逐步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

法
。

此外
,

我还要求学生每学完一个章节写一个本章

小结
,

使学生逐步形成对知识归纳
、

总结
、

分类
、

整理

的能力
,

学会
“

由厚到薄
、

由薄到厚
”
的读书方法

。

三
、

辩证讲解
,

帮助学生理解

高等数学是研究变量的数学
,

是同
“
无限

”

打交

道的数学
,

它的许多重要概念 (如有限与无限
、

常量

与变量
、

连续与间断
、

无穷小与无穷大
、

极小与极大
、

一元与多元
、

微分与积分等 )都蕴含着辩证法的思

想
,

它的一些重要思想方法 (如微元分析法
、

无穷小

分析法
、

变元替换法
、

常数变易法等 )其本质也是辩

证的
。

可以说
,

在高等数学中处处充满着辩证法
.

实

践表明
,

把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运用于数学教学的

具体实践
,

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高等数学概念
、

理论

和方法作辩证的讲解和分析
,

是提高高等数学课课

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

如
,

可以用
“

质量互变规律
”

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来讲解
“

无穷小的基本

性质
”

。

无穷小有一基本性质
: “
两个无穷小之和仍为

无穷小
” 。

这一性质可以推广为更一般的结论
: “

有限

个无穷小之和仍 为无穷小
” 。

但是
,

无限个无穷小之

和不一定为无穷小
。

从
“

两个
’ .

到
“

有限个
”

是量变
,

而

从
“

有限个
”

到
“

无限个
”

便会引起质变— 量变引起

了质变
。

让学生明确了这一点
,

学生便牢固地掌握了

无穷小的这一基本性质
,

并且对其它的一些结论同

样也不会不加分析地从
“

有限
”

推广到
“

无限
”
了

。

同

时
,

还可以使学生加深对
“

质量互变规律
”

这一唯物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理解
,

可谓一举两得
,

这样的教

学效果 自然 会是令人满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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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

编造歌诀
,

帮助学生记忆

我们都知道
,

学好高等数学一靠理解
,

二靠记

忆
,

三靠练习
。

所以
,

如何帮助学生记忆也是值得研

究的问题
。

我在教学中
,

把高等数学的一些定理
、

方

法
、

结论编成歌诀
,

收到了 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

例

如
,

我们知道
,

利用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求极限时
,

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

( 1) 只能用于有限次运算 , (2 )参

与运算的每个函数都存在极限 , ( 3) 在运用商的运算

法则时
,

要求分母的极限不为零
。

这三个注意点可以

编成如下歌诀
:

运葬法则求极限
,

只能用于次有限
,

每个函数有极限
,

分毋不 为零极限
。

又如
,

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与步骤可以编成下

列歌诀
:

二重积分的计葬
,

积分次序是关健
。

一画积分 区域阁
,

二定区域 的类型
,

三看被积之函数
,

四定次序后计算
。

再如
,

罗必塔法则是求未定型极限的一种有效

简便的方法
,

学生能否掌握这种方法
,

关键在于能否

记住法则的用法要点
。

我将罗必塔法则的用法要点

编成下面的歌诀
:

罗必塔法 .xI 求极限
,

只能用于未定 式
。

苏本类型直接用
,

其它类型化后用
。

若有定式先分 离
,

及时化简很重要
。

结合 它法一起用
,

运算过程可 简要
。

条件充分外必要
,

法则有时会失效
、

这些歌诀
,

语言简洁
、

浅显明了
、

通俗易懂
,

读起

来朗朗上 口
,

用来辅助记忆
,

效果极佳
。

把数学的理论
、

方法
、

结论编成歌诀
,

是数学教

师的一种语言技巧
,

也可以说是一种教学艺术
。

五
、

鼓励参与
,

活跃课堂气氛

教师在课堂上讲课
,

学生能否全神贯注地听讲
,

关键在于学生是否具有参与意识
,

也就是课堂 上有

没有形成学生参与的氛围
。

如果仅仅是教师在讲台

上讲
,

学生坐在下面被动地听
,

教学效果往往不太理

想
。

我在讲课时
,

鼓励学生当场质疑
。

为了让学生集

中精力
、

主动思考
,

在讲解某些例题时
,

不直接把解

答告诉学生
,

而是让学生自己分析思路
。

实践表明
,

这祥做可以使学生从
“

观众
”

变成
“

表演者
仲 ,

从而提

高了听课的效率
。

六
、 “

预防接种
” ,

减少学生解题错误

所谓
“

预防接种
”

就是总结以往的教学经验
,

归

纳历届学生在作业
、

考试中常犯的解题错误
,

以及从

辅导
、

答疑和批阅作业时所了解到的学生对基本概

念的一些错误认识
,

在讲课时从正
、

反两方面对概念

进行分析
、

讲解
,

列举对概念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

的解题方法
,

有意识
、

有 目的地给学生
“

打预防针
” ,

吃
“

预防药
” ,

从而使学生产生一定的
“

免疫力
” ,

使学

生的解题错误大量减少
。

七
、

培养兴趣
,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好数学的关键之一 我在

教学过程中
,

不仅注意到适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如在讲
“
定积分的微元法

”
这一课时

,

我是这样引入

新课的
,

首先我问学生
: “

我们在中学里学过求哪些

平面图形的面积? 哪些立体的体积 ?
”

学生答
: “

学过

求三角形
、

矩形
、

画等平面图形的面积
,

学过求长方

体
、

球以及柱
、

锥
、

台体的体积
” .

接着问
: “

这些平面

图形与空间立体是否都可以看作规则图形?
”

学生

答
: “

是的
” 。

紧接着又间
: “

那么对不规则的平面图形

与空间立体我们如何来求面积或体积呢?
”

这一间
,

学生的兴趣很快就被激发起来了
,

他们很想知道到

底如何求不规则平面图形与空间立体的面积或体

积
。

于是我指出
: “

今夫我们学习了定积分的微元法

后
,

大家就会求不规则平面图形与空间立体的面积

或体积了
” .

通过这样引入新课
,

把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起来
,

学生就会愿意并能认真地听讲
.

所以说
,

在课堂教学中注意适时激发学生的兴趣是十分必要

的
。

此外
,

结合教学内容
,

给学生介绍一些数学发展

史
,

一些重要公式的发现过程以及数学家的小故事

等
,

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

冬趣
。

八
、

努力教研
,

充实与改进教学内容

除了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外
,

我还利用业余

时间努力进行教学研究
,

井把研究成果造用于教学

实践
,

充实与改进教学内容
,

弥补教材的不足
,

舍弃

教材中的某些繁琐的或不便于教学的方法
,

代之以

简单的
、

便于教易于学的方法
。

这样做受到了学生的

普遍欢迎
。

如何提高高等数学课的课堂教学效果是值得每

位数学教师探讨的永恒方题
,

这里仅是本人的一点

肤浅认识和本人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

不当之

处请同行们匡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