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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分析课程是数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是后继专业课

的基础。它与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并称为“老三基”。它是

后续课程如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泛函分析、实分析、复分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的基础。

数学分析揭开高等数学的魅力，为我们打开了经积分的

一扇门，也是前往现代分析的通道。中小学所接触的初等数

学，从运算的角度看，就是有限次的加减乘除运算；从图形

的角度看，研究的是规则的图形或体。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

相对应，包括微积分、实变函数、泛函分析等。它从运算的

角度看，有了极限的思想，进一步微分和积分新的运算，运

算突破有限的限制，研究级数和与乘积，从图形上看，不仅

仅是不规则图形求面积或不规则物体求体积的问题。

数学是现代科学的皇后，可以用来诠释世间万物。毫不

夸张地说，每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带动自然学科尤其是数

学的飞跃发展。数学的发展是一部鲜活的历史。任何一门科

学，包括数学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数学分析

教学过程中，加入数学文化的介绍，通过微积分曲折的发展

历史，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激励学生们学习数学分析的

信心，启发学生学习数学分析的兴趣。借助数学文化，在同

学们心中种下一个数学美的种子，激发学生们学习数学分析

的内驱力。

国家发展瓶颈，需要基础学科先行。目前，数学研究，

尤其是基础数学研究在中国是薄弱环节，它在许多领域形成

瓶颈，制约了它们的发展，如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需要数

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支撑。中国的国产大飞机，卡脖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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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基础学科上。科技部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部委

还专门出台了加强数学科学研究的专门文件。中国也制定了

强基计划，强化基础学科教育，培养国家紧缺人才。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许多学习资源丰富化。学习

资源多样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思考如何帮助学生数学分

析，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学生的积极学习数学分析，培养学

生们学习数学分析的兴趣，激发学生们学习的内驱力，培养

能让学生们终身受益的自学能力。 

2 数学分析课程的重要性
经典微积分是通往现代分析学的桥梁，极限思想贯穿始

终。经典微积分的核心思想渗透在整个分析学的课程中。数

学分析也是通往现代分析之路，为泛函分析、实分析、复分

析、傅里叶分析等分析类课程奠定基础。

课程的连贯性。数学分析主要包括一元和多元函数的极

限、连续性、可微性、可积性和级数理论。所谓“分析性质”，

主要是研究连续性、可微性、可积性。

数学分析在数学专业课中的基础性。数学分析是实变函

数、泛函分析、实分析、复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

的基础。

数学尤其的大学数学在应用中的广泛性，如信号传输、

密码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天气预报等领域，都用数学

应用。

3 数学分析课程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学校教育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的系统

工程。我们的学生是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基础教育，学习习

惯已经形成，思考方式已经定型。

我们从小学生身上能看到，每个人都有学习的兴趣和爱

好，都有学习数学的热情。然而，十几年的基础教育，我们

在保护学生们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方面，有待提高。数学分析

教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不少学生对数学的怕和没兴趣。

高等数学是建立在中学数学基础上的，初等数学和高等

数学跨度较大，需要做适当衔接，如杨彦炯等 [1] 的论文做

过相关研究，苏德矿 [2] 也做过衔接性研究。中学三年共（18

本教材）内容相对较少，为应付高考，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

习，长时间题海战术，大量刷题消耗了学生们学习数学的兴

趣。中小学数学以讲授为主，缺少数学探索，而数学分析课

程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这是同学们的弱项，中学训练

不够。

不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不足，主要是中小学时期学习

和生活的事情有父母操办，是别人要学。而进入大学后，学

生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还没培养出来，但是，在大学集

体宿舍生活，大学管理和中学相比自由多了。自由时间多了，

玩电子游戏刷电视剧的时间多了，自控力缺乏，学习的内驱

力缺乏，缺少坚持。所以，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激发学生

学习的内驱力，让学生们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

4 数学分析课程的学习建议
由于现在互联网发达，同学们有非常多的学习资源。尤

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生基本都接

触网络课堂，反应不一。那么学生们如何用好这些 MOOC

和 SPOC 资源学习？如何引导从繁杂资源中寻找到自己需要

的资源。数学分析教与学改革该如何做？我们可以从如下几

个方面入手：

①借助于 MOOC+SPOC 网络视频。带领学生们从各大

网站找比较优秀的教育资源，如中国大学 MOOC 有华东师

范大学教材 [3] 配套的国家精品课程，刘玉琏版 [4] 的数学分

析视频，中国科技大学史济怀教授讲授的数学分析，这些都

是非常经典的教材配套的视频。发达的网络给同学们提供的

教育公平的机会，学生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机会，突破本校

教师、教学资源的天花板，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学习，拓宽学

习视野，突破本校课程的局限，打牢数学分析的基础，这样

不仅能取得非常理想的成绩，还能真正理解分析数学，热爱

数学。又如爱课程、智慧树、网易公开课、优酷、哔哩哔哩，

可以推荐部分学习资源链接。遇到重难点，比如，确界原理、

微分中值定理，也可以结合学生们的具体情况，录制视频，

同时将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结合起来。

②数学分析课程学习最核心的是选取经典教材，理解教

材，理解数学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目

前数学分析教材主要有欧美国家的教材 [5,6]，x 写得相对深

入浅出。另一大类经典主要苏联或者俄罗斯教材，难度较大，

但是我们许多教材也是沿用苏联教材编写，吻合度较高。所

以，学生们可以从中选取三本经典教材 [3-8]，一本为主，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推荐数学科普类书籍。增加

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一开始难度不要太大，可以从最简单的

数学科普看起，培养兴趣，如汉声数学、太喜欢了数学、数

学之美等。

③学习活动从来都不是自主的，需要慢慢引导，增加自

律性培养，加强监督。增加课堂笔记检查，及时复习，检查

复习笔记，引导学生们做数学分析思维导图。适当练习，做

作业。有许多经典的练习册，建议学生们把数学分析教材课

后习题认真做完，不会做的习题一定要多思考，遇到难题，

先思考同时回看教材，不要立即翻看答案。基本内容掌握后，

可以做裴礼文 [9] 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当然也有钱吉林 [10] 的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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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本来是踢的，现在却当成乒乓球用，每个学生都抢着练

习，让学生感受到练习方法的新奇。在提高学生上肢力量练

习时，可以用空的饮料瓶，装水或沙子，学生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相应重量的瓶子进行力量练习。在跳高教学中可以用

PVC 管做成不同高度的“桥梁”，让学生一关一关的挑战。

在教学中，还可以把多种器材有机组合起来，比如把体操凳、

跨栏架、折叠垫、跳箱组合起来，进行爬、钻、跨、跳等越

过障碍的教学。

教师还可以利用学生的智慧，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发

明一些自己喜爱的器材，学生用自己发明的器材上课会更加

投入。同时启发了学生创新思维，发展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促使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体验成功，培养学生兴趣爱好，

最终让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达到终身体育目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核心素养下构建小学体育高效课堂，需要

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思想，将核心素养贯穿到体育课堂中，

既要提高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体育意

识，加强学生对体育的认知。在教学中，教师要合理规划场

地，组织学生合作学习，利用体育游戏调动学生体育兴趣，

借助体育器材锻炼学生体育能力，促进小学体育教学效率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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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习题集，还有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等。同时适当测

试，如单元测试、期中测试等。教师及时检测学生们的学习

情况，并对学生们学习中的问题，还要适时答疑。

④积极介绍数学科普视频、科普文章，甚至数学前沿文

章和专家讲座，给学生们提供不同的思路、方法，接触科学

的前沿。尤其是大学的学术讲座，真正能拓宽学生们的学习

视野，然而这也正是二类本科院校极其缺乏的讲座学习资

源。这会造成普通学校和一流院校的差异。我们希望普通本

科院校的学生能够有机会聆听大师们的课堂，接触科学前

沿，播种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尤其是对师范类的学生，

他们将来会走上中小学教师的岗位，这颗种子一旦种下，总

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综上，数学分析学好，根本在于用好三本教材 [3-8]，打

好基础，加深对课本的理解，适度练习，避免中学题海战术，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激励学

生们突破舒适区。

5 结语
数学分析课程是大学数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该课程

主要利用极限工具研究了函数的各类性质，具有内容多、证

明多、抽象化的特点。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建议首先理解微

积分的发展历程，结合数学史学习数学分析；其次充分利用

课外学习资源，如网络资源，从多方面加深多相关知识的理解；

再次要学习经典教材，围绕经典教材展开学习并不断拓展自

己的学习范围，提升学习效果；最后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多

思考，多练习，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分析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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