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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数学》课程内涵建设的实践 

谢金云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217） 

[摘要] 高职院校《大学数学》是各专业的基础课程，更是一门工具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长沙职院对接专业需 

求，在课程定位、课程设计、内容选取、内容组织等课程内涵的创新；不断完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与手段、教 

学资源、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发挥《大学数学》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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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速，但作为各专业重 

要的基础课程《大学数学》课程却逐渐有被“边缘 

化”的趋势。调查发现，很多人片面认为数学课程 

只是服务于专业学习，是“可有可无”的理论课； 

另一方面，很多数学教师因对各相关专业知识缺乏 

了解，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脱节，更导致了学生对 

数学“难→惧→厌→弃学”的恶性发展。要改变这 

种状况，如何更好地根据人才培养和未来工作的实 

际需要，在课程内涵建设上去探索创新是最关键的 

一环。笔者从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际出发，就本 

课程的整体设计和教学实施两方面分析，谈点看法。 

一、课程整体设计 

（一）课程定位 

《大学数学》课程是我院制造类、经管类专业 

的专业基础课，安排在第一学年，以代数、几何、 

三角等初等数学知识为基础，并为《机械加工工艺 

及装备》《仓储管理与配送》《C#程序设计》等后续 

专业课程的学习服务，它是解决工程技术、经济管 

理、资源开发等实际问题的工具，也是学生素质提 

高的载体。 

（二）课程设计 

“对接专业需求” ，即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对接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接学生未来工作岗位所 

需专业知识、科技素质和文化素养需求。因此，本 

课程教学将“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摆在首位，体现 

“对接专业需求”教学理念，引入行企标准，将做 

学教研融为一体，形成完善的课程内容体系，校企 

多元评价，最终实现课程目标。 

（三）内容选取 

通过专家研讨和专业需求分析，将“掌握与相 

关专业密切联系的数学知识，激发学习动机，增强 

应用能力，提升素养”作为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是 

基本数学知识和基本数学方法的学习，而应用数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本课程的难点。依据上述目 

标，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我们严格把关。首先对接专 

业需求，除公共的一元微积分模块外，还合理选择 

选修模块教学，如表 1 所示；在教学中加大专业背 

景，密切结合专业选取例题和习题，让学生切实体 

会到数学与实际生活的零距离；同时增设“数学文 

化聚焦”模块，以数学名人故事、数学发展史、数 

学经典问题等对学生进行数学文化熏陶，并通过各 

种课外作业，培养学生信息搜索、逻辑思维和语言 

表达能力，提升数学素养。 

（四）内容组织 

我院《大学数学》课程共开设  72 学时，占  4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62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由公共模块（40 课时）和选修模块（22 课时）构 

成，根据各模块内容的实际应用程度安排课时，如 

表 2 所示。 

下面以“导数、微分及其应用”中的“函数的 

最值问题”4 学时的内容教学为例进行内容组织说 

明，见表  3。首先分析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明确 

学生和教师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再选用合 

适的教法，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借助多媒体和网络 

教学，最后对学生进行合理评价，从而实现本内容 

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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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专业数学知识和能力需求分析及教学模块表 

专业 数学知识和能力需求分析 选修模块 

能分析机动车制动、水闸护坡面积及体 

积、电路电流等问题。 

常 微 分 方 

程 

能进行图形的设计和模具的制作。 解析几何 工科类 

能求解线性方程组，从而解决决优化问 

题。 
线性代数 

会计算保险理赔、公司盈余等概率，能 

评估投保方案的风险。 

概率 (随机 

定量技术) 
经管类 

熟练凯恩帝国民收入经济模型，并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 

线 性 规 划 

(经济运筹) 

能熟练进行情报检索、图像处理等问题。 概率论 

能描述各种仪器设备和自动化装置的效 

能估计，系统可靠性检测。 

矩 阵 化 建 

模技术 信息类 

设计线路优化方案，应用软件求解微积 

分、矩阵及进行数据统计。 

图 论 及 软 

件 

表 2 模块课时分配表 

专业类别 公共模块（44 学时） 选修模块（28 学时） 

工科类 

常微分方程（8  学时） ；解析 

几何 （10 学时） ； 线性代数 （10 

学时） 

经管类 
概率论（14 学时） ；线性规划 

（14 学时） 

信息类 

函数极限、连续（10 

学时） 

导数、微分及应用 

（16 学时） 

积分及应用（18 学 

时） 

线性代数（10 学时） ；概率论 

（8 学时） 网络图论 （6 学时） ； 

软件应用（6 学时） 

表 3 “函数的最值”内容组织表 

学习模块 
导数、微分及其应用（工科 

类专业） 
学时  16 学时 

学习子模块 函数的最值问题 学时  4 学时 

学习目标 

能熟练求解函数导数；能利用函数最值解决实际 

优化问题，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节约能源等； 

培养学生信息搜索、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集体研讨法、数学建模教学法、小组竞赛法。 

考核与评价 
1.最值的概念 

及求法。 
2.最值的判定。 
3.最值的应用。 

评价内容：知识水平、任务完成、团队合作及学 

习态度评价。 

评价方式：小组成员互评、教师点评。 

教具 
学生知识与能 

力要求 
教师知识与能力要求 

多媒体网络 

具 备 知 识 理 

解、应用和迁 

移的能力； 

具备团队协作 

能力。 

熟练掌握导数、微分及其应用 

知识体系； 

熟练掌握导数、微分知识在专 

业学习中的地位； 

具备组织教学、活动开展、管 

理及协调的能力。 

二、教学实施 

（一）教学组织 

为了体现“与专业对接”教学，我们分专业制 

定数学课程标准和授课计划，并针对不同的教学内 

容，选择小组研讨、团队竞赛、数学建模、理实一 

体和课程翻转式等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例如，在“不等式模型的应用”中，我们 

设置“板材切割”问题，在“微积分”教学中，设 

置“水闸护坡所需石料估计”问题，让学生分组竞 

赛，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求解和推广应用，从而 

完成内容的学习。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我们将数学发生法、任务驱动和引导探究法综 

合运用。数学发生法，即从历史到课堂、激发学习 

动机的教学方法，如用“一笔画”引出“图论” 、 

用刘徽“割圆术”导出“极限” ，降低学生思维起 

点和难度，而任务驱动法教学则会使数学知识更具 

体化， 如 “怎样调整公交车价格才能控制日乘客量” 

引入“价格弹性” ，由“资产折旧率计算”引入微 

分方程等，让学生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引导探究 

法也是常用方法之一，采用“实验激趣——引导探 

究——分层应用——效果检测——总结课堂”的 

“五段式”教学更是效果较佳，而借助多媒体、软 

件模拟等手段则使课堂更生动丰富。 

（三）教学评价 

我们采取“过程与终期结合、知识与能力兼 

顾、理论与实践相融”的“双元评价”考核，将 

平时、练习实操和期末考试按 1:1:3 的比例综合， 

尤其重视过程评价，如“微分方程”教学中，以 

“生活垃圾的总量预测”为背景展开，学生分组 

按搜集资料、建立和求解模型、模型应用与推广、 

总结评价四个步骤进行， 设置 “学生实操考核表” ， 

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协作精神和学习态度进行 

恰当考核。 

其次严格组织学期终结考评。期末考试采用闭 

卷笔试，分理论考试和素养测试，理论考试严格按 

课程标准要求，设置现实问题情境，以基础知识为 

主，设置适量探索题与开放题，而素养测试内容涉 

及花圃造型、建筑物楼面设计等，对学生基本素养 

进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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