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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工科数学教学作为大学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学高等教育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就目前的

发展形式而言，理工科数学教学问题依旧是未能完全解决的

问题，还存在着不能很好与时代接轨的问题，依旧对大学高

等教育产生着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创新人才培养视

野的大学数学教学改革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研究课题。

2 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创新型人才是当代社会需求量最大的人才类型之一，是

能够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人才资源。要想成为创新型人才，

第一，要勇敢。勇敢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精神品质，勇敢的

人能够对困难发起挑战，只有敢于直面困难的勇气，才有战

胜困难的可能性。因此，创新型人才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开拓

新的事物，这样才能成为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创新型人才。

第二，创新型人才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创新的含义是创造出

新的成果，而如果按照模板进行按部就班的工作，没有灵活

的思维去改变，是不可能有创新成果的。同时，创新人才需

要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好奇心和求知精神是创新最

重要的精神动力，好奇心是人最好的老师，拥有好奇心和求

知精神的人能够让对新事物新理论充满期待，让人有继续坚

持的欲望。当然最重要的是，创新型人才一定要有坚韧不拔

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一定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有很多时候会有放弃的念头，但

是如果一个人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会克服

这些心理和物质上的困难，直到最后看到胜利的成果。当然，

值得议题的是，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在一个人有坚实的基础上

才能够进行，这些技术包括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科学理论基

础等，创新活动是对一件事物的升华过程，只有有强大的基础，

才能实现真正的飞跃，达到创新的目的。因此，创新型人才一

定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对有关领域进行深入摸索后，才能进行创

新活动和创新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1]。

3 对传统数学教学现存问题的讨论
高等数学教育是理工科必修的一门学科，也是所有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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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科的基础科目。但目前的高等数学教学与以前的教学形

式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数

学思维越来越高，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病逐渐浮现了出来。

3.1 重推导计算轻思维构建
学习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最重要的不是记住公式和推导

过程，而是在高等数学学习过程重培养优秀的数学思维。结

果和过程固然重要，但是结果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过

程，这一过程有什么其他的研究意义，是高等数学学习的重

中之重。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形式是通过对概念的讲解引出

相关定理，并通过对定理的证明推导来实现对定理的记忆，

并用这些定理去解决例题或者其他习题。这种学习方法虽然

有条理，符合学习的基本逻辑，但你会发现，当人们提到数

学的时候，大部分大学生脑子里首先浮现的定理和例题，或

者是一些复杂的公式，甚至还有更有趣的现象，就是公式背

过了，可以默写出来，但是对于公式力的有些符号竟然不认

识，更不用说如何去应用 [2]。

数学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化、模型化。大部分数学原理、

定理和公式都是与现实直接相联系的，但是传统的数学教育

截断了数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很多人会

计算，但是一道应用题可以挡住大部分人。高等数学的思维

主要是极限思想，极限思想贯穿了微分、积分、导数等高等

数学的基本内容，而极限思想就是产生于生活，例如我们常

见的速度与时间以及加速度的概念都是经典的极限思想。而

在大多数学生的概念里，极限就是一个符号，在不能与其他

内容产生联系，这是传统高等数学教学最大的问题。

3.2 数学建模思想并没有普及
数学建模是数学知识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实践才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因此数学建模的普及对

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目前数学

建模的普及程度来看，其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参与度不高，

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还有待解决，因此通过数学建模来实现

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是是有限的。

3.3 知识体系的更新问题
数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其理论成果几乎可以应用于几

乎所有理工科目。例如，物理、化学、材料等学科甚至是经

济学科都需要运用数学知识来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理论

的验证运算。但目前的数学教学只是针对纯数学理论的问题

来进行讲解，即使有部分应用的篇章也会被老师一笔带过，

并没有深入分析了解数学与其他领域的融合知识，这十分不

利于数学思维在学科体系的建立，也不利于学生感悟数学的

实际应用能力，更不能满足学生对前沿知识的求知欲望，不

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数学学科的积极性。

4 对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讨论
为了使数学教学能够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为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新的动力，传统高等数学教学形式需要

在部分方面进行一些合理的改革来实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果的提升 [3]。

4.1 适当调整高等数学教学方式
对于传统理工科非数学类专业的学生，在不改变教学主

要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理工科非数学类专业的学生

来讲，可以将高等数学教学向着应用型发展，在教学的过程

中多结合实际应用和先进研究成果来突出数学与现实的联

系性，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数学，这样才能在生活中使用数

学，提升学生对数学的认识，有利于数学思维的培养。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避免有过多枯燥的黑板推导过程，善

于运用启发式教学的思想，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在遇到

问题时能够自己找到破解的方法，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

力和创新品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这种教学方式更容

易让学生有课堂参与感，不会产生与传统教学方式相同的被

动感，主动学习能够发现被动灌输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使学

生学习的深度和宽度都能有所提高。

4.2 重视数学的教学广度
加强数学实践的教学对高等数学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推

动作用，并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

础。重视数学实践的教学需要广泛开展数学建模、数学实验

等教学内容，利用现实中的实际问题锻炼学生通过数学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让学生更灵活地掌握数学知识 [4]。除

此之外，拓宽数学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教师将教学内容做

好整合与贯通工作，连贯统一的学习逻辑可以更好地培养学

生数学思维，将数学教学与“互联网 +”大时代背景相联系，

通过网络资源来给学生介绍此前未见过的信息，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拓阔学生的数学视野。

5 结语
大学高等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生产元素，

其作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

民生活水平，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大学高等教育已经较为成

熟，但我们也要承认，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

解决，大学高等教育中的理工科数学教学问题还是存在很大

的发展空间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还需要社会各行各业相互助力，攻克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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