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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丈 尝试用恰当的方式垃理 高等数学教学中的问邃
,

提高大学生的忍维论力
,

充服他

们青春期的思维劣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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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学生
,

正处于青春期
,

这是青年人 自我意识的高涨期
。

从思想方法上

看
,

青春期思维发展加速
。

大学生善于接受新事物
,

但易浮于表面
,

陷入形式
;
他们爱标新立异

,

但易过份自尊
,

好走极端 ,他们思维敏捷
,

但易缺乏联系
,

思路狭窄
。

针对这种情况
,

在教学中一

定要注意大学生的思维特点
,

扬长避短
。

`心高等数学窿重要基础课
,

它不仅仅是后续专业课的数学理论基础
,

就其本身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方法而言
,

是为大学生思维的合理培养提供了良好亲材
,

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克服大学

新生的思维劣势
`

一
、

处理离
一

等救学问题的难易度
,

克服大学新生从识丰的表面化形式化
_

高等数学概念是对与之相应的实际阿题的高度抽象与铎括
,
许多概念晦涩难懂

.

如果离开

实际
,

直接引入
,

往往使同学们觉得枯燥乏味
,

学习起来只能死记公式
,

浮于表面
.

如在介绍概

念之前
,

精心设计一些引例
,

运用具体的实例抽象概括出一般的概念
,

对于学生理性地认识事

物的本质将会大有益处
.

如
,

讲授导数概念
,

我引入了曲线的切线斜率间题和直线运动的即时速度间题
.

前者我从

直线的斜率入手
,

层层设何
: 曲线在某点处切钱

,

的针率可近似求解吗 ? 如何提高精确度 ? 如何

求出精瑞值 ?

面对六述问题
,

启发学生逐步深入
,

各个击破
.

对第二个物理学方面的实例
,

我大胆放手
,

让学生们自行解答
.

表面上它与前例大相径庭
,

但他们仿照上例的解法
,从直线运动的平均速

度入手
,

自我层层设间
:

直线运动的即时速度可 以近似求解吗 ? 如何提高精确度 ? 如何提 高精

确值 ?

通过讨论
,

同学们一一作了解答
。

至此
,

他们对这种方法有了深切的体会
,

但对导数的概念

还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
。

于是
,

可进一步启发他们
。

在实际中许多间题可用到上述方法
,

因

此
,

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去总结
,

去提炼
,

而在此过程
,

我们应当抓住其在数量关系上的共性
。

此

言二出
,

同学们大受启
`

迪
,

针对上述两个实例及其解法
,

学生概括出了这个方法的三个步骤
,

即

对 y 一 f x( )
,

有
:

( ` )对△ x
一

求当△
, ; (“ )求△ , /△ x , (“ )求△盗兜△ y /△ ` 。

这时
,

我顺势抛 出了导数概念
。

同学们发现
,

这个定义正是上述三个步骤
,

而 由此得出的比

式极限的特殊结果正是导数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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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数学处理
,

教师把着眼点放在难以理解的关键内容上
,

尽量采用直观的具体的

引例去说明它
,

做到化难为易
,

深入浅出
,

使学生易于接受
,

并提高了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

力
。

但是
,

也不能忽视高等数学一般概念的讲解
,

这却是件非常可惜有事
。

因为一些看似平淡

无奇的简单概念
,

实则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

在介绍这类概念的过程中
,

要立足于挖掘概念的本

质
,

做到 由浅入深
,

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
。

谈到函数定义
,

由于同学们中学 已接触过
,

往往对此不屑一顾
。

在认识函数与自变量的对

应关系时
,

固守某种确定的函数表达式
。

为破除同学们对
“

懂
”

的误解
,

我提了几个问题
:
}xI 与

x 具有这种
“

对应关亲
”
吗 ? 某数列项与其项数有这种

“
对应关系

”
吗 ? 该

“
对应关系

”
必须用一个

解析式表达吗 ? 该
“
对应关系

”
须用具体的解析式表达吗 ?

这些问题的提出逐步深入
,

通过启发解决后
,

使同学们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

函数

概念的精髓在于这种
“
对应关系

” ,

并不在于它的具体形式
,

绝不能用某类特殊形式的
“
对应关

系
’ ,

来认识函数的概念
。

这种由浅入深的处理发展了大学坐思考问题的深度
,

克服了他们陷入

形式
,

以偏概全的思维劣势
。

二
、

把握高等数学问题的正反面
,

避免大学新生认识上的片面性
、

极端性

刚进入大学的学生
,

考虑问题善于从正面出发
。

如
:

谈到变形
,

更多地想到化繁为简
,

而忽

视化简为繁的作用
;
谈到数学公式

,

善于从左向右的理解和记忆
,

而忽视从右向左的逆过程
;
谈

到数学定理
,

只考虑定理本身
,

而忽视其逆命题
、

否命题和逆否命题的探寻
。

如果在数学中忽视

发展大学生的逆向思维
,

就容易造成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间题过程中思路的单向性和极端性
。

对于函数极值
,

有一种讲课方法是把课本内容平铺直叙
,

概念
、

定理
、

公式的介绍就象一本

流水帐
,

学生听后
,

充其量只能局部地
、

孤立地了解极值概念
,

对驻点
、

极值点
、

不可异点的关系

理不顺
,

往往会产生片面极端的认识
。

如果利用该节点极值判别的必要条件
,

充分调动学生的

逆向思维去探索该定理的逆命题
、

否命题
、

逆否命题等去组织教学
,

自然地引出极值的充分条

件和函数在不可导点处的极值情况
,

可使该节内容自成一体
,

紧密相连
。

让学生易于接受
,

从而

避免其认识上的局限性
。

三
、

抓住高等数学问题的联系性
,

拓宽大学新生考虑问题的思路

高等数学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系统性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应当从教材的逻辑性
、

连贯性和

知识环节之间的联系出发
,

带领学生全面地
、

发展地看间题
。

例如
,

讲到微积分基本定理
,

牛顿一莱布尼兹 ( N一 L )公式就要用联系的观点从各个方面

突出起来讲
。

如
,

可讲积分都是极限过程
,

但其形式不同
,

很长一段时期
,

人们认为它们毫不相

关
,

直到十七世纪才由牛顿
、

莱布尼兹发现了微积分基本定理
,

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反的

关系
,

从而建立了微积分的体系
。

其次可以谈一下积分思想的发展情况
。

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

德就曾用
“
穷竭法

”

求出了圆盘与抛物弓形的面积
,

但计算方法既繁又难
,

直到二千年后 N 一 L

公式的建立
,

常 见图形面积的求法才得以简化
。

当然
,

也要说明 N 一L 公式的局限性
,

当被积函

数的原函数不易表出之时
,

N 一L 公式失效
,

于是
,

又有一套数值计算方法来处理这类问题
。

通过这种全面联系的讲解
,

使同学们接受事物不再孤立
,

不再僵化
,

有时会使他们听课时

豁然开朗
,

眼界变得宽广起来
,

考虑问题的思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
。

综上所述
,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恰 当地处理问题
,

可使学生提高 自身的思维能力
,

克服

其青春期的思维劣势
,

为其将来成为一名创造性人才打下牢固的思锥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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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预测结果分析和修正 实际应用中
,

往往裕要通过不渐讽整初始状态和转移矩阵
,

最

后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预测结论
。

由于我们选取了 尸
: ;

~ O ,

aP
,
= O ,

尸
3 : 一 。 ,

尸
` ,

一 0, 尸
` 2

= O ,

尸
. :
= O ,

这就可能使 尸 : 3 ,
尸

3: ,

尸。

之值偏大
,

从而可能导致 5
3
(的

,

5
.
( )n 的预测值偏大

,
S : (n 江的预测值偏小

,

为此
,

再次用主观

概率法对 尸 进行修正
。

使

p
l !
一

奋[分
】1
(

n ) 一 m i n 《尸 : ,

(
” )

, n 一 。 ,
1

,

2
,

3
, 4 }〕

p
: 3
一

奋嘟
。 、 n ) 一 m a X 、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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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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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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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4 }〕

尸“ 仍保持不变
。

从而
,

修正后的转移矩阵为

翻门刁
卜八U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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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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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尸

相应时预厕结果为表 4
。

从表 4预测结果可知
,

跨入 21 世纪后
,

该银行系统人才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
,

低学历层次

将从 1 9 8 9 年的绝对主体地位
卜

降为从肠地位
,代之以大专学历为主 ,本科生

、

研究生学历呈上升

趋势的高层次结构
,

这是符合建设份支家质优良
,

数里适宜
,

结构优化
,

充满活力
,

具有国际视

野
,

广博学识的金融队伍所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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