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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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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高等数学》中的有关教学原则的理解 , 探讨“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原

则” , “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等教学原则在《高等数

学》教学中的运用及其特有的体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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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非数学专业学生学

习高等数学基本知识的课程有其特殊性 。那

么一般的教学原则如何贯彻于《高等数学》教

学中 ,以及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有哪些特殊的

表现呢 ?首先因为教学原则是教学规律的反

映 ,是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 、考试考

察以及教学工具等一系列活动的准则 ,它对教

学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当然对《高等数

学》教学也不例外;其次 ,由于《高等数学》课程

既不同于数学专业的其它数学课程 ,也不同于

其它非数学专业必须掌握的基础性和工具性

课程 ,它的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等一

系列活动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 。

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应用在诸

如语言学 、历史学等社会性学科中容易让人理

解 ,结合进来也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这类课程

的内容本身往往思想性就比较强 。但在数学

教学中 ,由于数学内容的抽象性 ,若从其内容

的科学性引申出来讲思想性 ,似乎有点牵强附

会 ,但这不等于说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可以不

讲思想性 ,恰恰相反 ,由于数学一向被认为是

抽象的和枯燥无味的东西 ,许多学生一听说上

数学课就缺乏自信心或者缺乏兴趣 ,在课堂上

强调其思想性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高等数

学》教学的思想性从何而来呢 ?我们认为其思

想性可以结合数学的发展史来谈 ,大家知道数

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早期的科学史事实上就是

数学发展的历史 ,数学史内涵丰富 ,适当讲讲

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可以让学生了

解数学概念形成的背景过程 ,克服惧怕心理 ,

提高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但上数学课不是

上历史课 ,不可能花很多时间专门去讲其发展

历史 ,而是在课程的进展中适当插入讲些集趣

味性和科学性为一身的关键发展阶段 。例如

在讲到微积分学时 ,可以不马上直接介绍其概

念 ,而是通过介绍该要领的原始萌芽形式及其

深化过程 ,并列举例子说明 18 世纪的微积分

发明之前许多重要问题无法解决 ,由此说明微

积分的形成背景及其重大意义 。

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高

等数学》教学中也有其特有的形式。一般的看

法是数学是智能型的学科 ,它要求学生具有敏

捷的思维能力 ,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丰富

的想像力。但这是否意味着学数学可以不需

要或者很少需要知识的积累呢 ? 历史上确曾

出现过像 Galois , Gauss等出类拔萃的数学天

才 ,但数学天才的产生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 ,

十八九世纪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孕育着革

命性的突破 ,而数学的发展水平远未能满足社

会发展的需要 ,这给数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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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学科的分歧为数学的新

概念 、新理论体系的提出提供了内在的动因 。

而相比之下 ,现在由于各分歧的理论体系已大

致完善 ,发展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 ,这在客观

上给“天才”的产生增加了难度。我在课堂上

经常给学生介绍些近代有影响的数学家 ,在谈

到像 Galois这类的数学天才时 ,我特别强调其

出生年代的背景 ,这既可以让学生摆正自己的

位置 ,又可以让他们知道只要经过努力自己也

应有所作为。Galois在 21多岁时之所以能够

提出把线性代数的发展向前推进 50年的群论

概念 ,正与他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密切相关

的。知识的积累是发展智能的必要条件 ,人的

智能不能是凭空产生的 ,它需要有一定的“载

体” ———知识 ,只有当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时 ,

人才有可能应用这些知识来思考问题 、分析问

题。而今天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

积累的知识更成倍地增加。在强调知识积累

的同时 ,我们也要重视学生的智能发展 ,因为

智能发展是掌握知识的前提条件 。如何发展

学生的智能呢 ? 首先要教给学生规律性的知

识。规律性在《高等数学》教学里不是指通常

意义下的规律性 ,即数学本身的规律性 ,我们

都知道数学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总结抽象后

形成的概念化体系 。因此教数学其本身就是

教学生规律性的东西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规律

性的知识是指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所具

有的规律性。举个例子 , 讲到级数概念的时

候 ,应该强调的不是级数概念本身 ,也不是级

数的收敛性及其求和 ,重要的是其无穷项这个

特征 ,有限项相加我们很容易理解 ,而无穷项

相加是什么意思 ,它具有什么实际背景 ,这一

点应该让学生了解 。因为他们可能会很快在

课本外的其它地方碰到类似的情形 ,这时他们

就知道应该如何利用“ ∞”这个数学上强有力

的工具去处理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就自然而

然地想到高等教育的另一条重要原则 ,即关于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这条原

则是大家所熟悉的 ,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数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一本教材

其前后连贯性很强 ,如果不是每个章节 ,每条

定义 、定理 、性质都弄清楚 ,势必影响整门课程

的教学进程 。其次要在讲清理论的基础上联

系实际 。这里所说的实际指几个方面:

第一 , 《高等数学》是专门开给非数学专业

的数学课程 ,那么具体在哪个系 、哪个专业上

课 ,就必须联系这个系这个专业的实际。比方

说上医学院的《医用高等数学》我们常把其侧

重点放在概率统计 ,而不是微积分 ,同时还得

适当举些医学方面的数学例子 ,上建筑系的

课 ,可以联系建筑设计中常见的计算问题加以

分析 ,这样 ,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

另一方面可以更快地训练学生如何利用数学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当然要做到这点往往要

求教师增加知识面 ,熟悉该系该专业的一些基

本的专业知识 ,现在很多的《高等数学》教材没

有针对性 ,往往几个系共用同一本教材 ,因此

有时在课本上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例子 。第

二 ,联系实际还包括弄清这个理论的实际根据

或实际基础 。当然我们不是说需要弄清楚整

门课程的每个理论的实际根据 。大家都知道 ,

有的数学理论 ,至今还弄不清楚它究竟有什么

作用 ,也有的数学理论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它

的实际背景 ,它可能从另一数学理论引申出

来 ,只有通过另一理论才能弄清它的实际前

景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一定要求弄清它的

来龙去脉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花费了很

多时间学生也只一知半解 ,当然对于有好的实

际前景的概念 ,可以多举些简单易懂又很有说

服力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关于

微积分概念的例子 ,小到自由落体运动 ,大到

行星运动轨道计算 ,都有其实践基础 。

上面所谈的是笔者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

体会较深的几条《高等数学》教学的原则 ,这些

观点是高等教育十条原则中最重要 、最具普遍

意义的三条的直接延伸。这些原则是笔者通

过实践总结出来的 ,不一定成熟 ,是否符合客

观规律 ,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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