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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整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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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数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相关性研究
,

讨论数学教育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教育的现

状与存在的问题
,

探讨学科之间内在的联系
,

并在分析数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整合教学的必要性的基础上
,

探讨其整合教学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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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6 年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

机以来
,

计算机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
,

迅速进人了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及千万个家庭
。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卯 年代初
,

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数据

处理和文字处理
,

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帮助工具
。

随着计算机的多媒体化与网络化
,

人们通过计算机

获取信息
、

分析信息
、

加工信息的能力在不断加

强
。

与此同时
,

数学学科也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

革
,

其应用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
,

数学方法正在被

广泛应用于天文学
、

物理学
、

力学
、

工程领域
、

生

物学
、

环境科学
、

地质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经济

学
、

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领域
,

数学学科与计算机学

科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

高等学校担负着为

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
,

如何使得学生既熟悉自己的

专业领域
,

又具备坚实的基础知识
,

以便今后的创

新性研究和开拓性工作呢?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
,

我们发现
,

数理学科与计算机学科以其知识的基础

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

在人们的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

而它们的相互联系与整合研究也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
。

其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就强
,

在学习计算机课

程尤其是像程序设计或其他计算机专业课程时就相

对容易
,

对知识的理解快
,

而且能够很快将所学知

识变成自己的东西
,

在实践中运用起来
。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
,

我们收集了学院信息 00 11

田 2
、

信息 01 110 12 以及国际商务系 oo 级
、

01 级
、

似 级所有班级同学的考试成绩进行大规模取样分

析
,

在研究过程中
,

为了使样本更具代表意义
,

我

们选取了不同年级
、

不同专业的学生成绩
,

制作了

以下图表
。

从图表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同学们的计算

机成绩和其数学
、

物理课程成绩的相关关系
,

其变

化规律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

数学
、

物理学科和计

算机学科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
,

其数理学科学习的

优劣确实对计算机课程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
。

这

一结论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数理教育与计算机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
,

探讨学科之间进行整合教学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

摸索学科整合的方法
,

以构建更加合

理的知识体系
,

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

为他们今后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

、

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相关性

研究实例

二
、

数学教育与计算机教育的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

很多年以来
,

有一句话传遍祖国大地
,

叫做
“

学好数理化
,

走遍天下都不怕
” 。

这是当时人们对

待基础学科的态度和看法
,

虽然有失偏颇
,

但从一

个侧面也反映了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
。

在教学过程

中
,

我们通过对大量同学的调查了解
,

发现一个近

似于规律性的结论—
学生的数理学科掌握得好

,

(一 ) 课程体系相互而离

数学是一门研究事物的数t 关系的科学
,

其理

论严密
、

抽象
,

系统性
、

逻辑性强
,

含有大量的原

理证明及繁杂的公式计算 ; 而计算机是一门应用性

较强的学科
,

其应用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普及
、

应用
、

研发
。

一般地讲
,

对一般高等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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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

应定位于第二个层次
,

即具有一定的计算机

应用能力
,

并能根据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
,

进

行实用软件的开发
,

或能够对引进的软件进行二次

开发
,

以使其更好地适合实际情况
。

无论从哪个角

度讲
,

数学与计算机的联系都是紧密的
,

计算机科

学中的一些思想和模型从本质上讲是数学的
。

但一直以来
,

数学与计算机两大课程体系相互

隔离
,

数学教师与计算机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

通
。

反映到教学上
,

便是数学课程以纯理论为主
,

联系实际不够 ; 而在计算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

又

发现学生相应的数学知识有所欠缺
,

理解算法及设

计算法时力不从心
。

目前
,

虽然很多高校都在开展

数学建模活动
,

但其规模太小
,

参加的人数有限
,

相当多的同学缺少参加训练的机会
,

而且
,

对于一

些高校来说
,

开展数学建模的动机与目的不纯
,

功

利思想严重
。

《二 ) 教材内容陈旧落后

除数学专业外
,

其他各学科
,

如理
、

工
、

农
、

医
、

经济
、

管理等
,

无论其专业背景如何
,

数学均

是其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
。

但遗憾的是
,

这些专业

的学生在学习相应的数学知识时
,

所使用的教材内

容陈旧落后
,

重演绎
、

轻归纳
,

重理论
、

轻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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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数学及计算机知识应用于本专业的最新研究

成果及时
、

迅速地反映出来
。

学生为考试而学习
,

不了解数学
、

计算机与本专业的内在联系
,

更谈不

上灵活地运用基础知识
,

整个学习过程机械乏味
,

学生缺乏进一步探究的动力
,

长期下去
,

势必影响

其创新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

《三 ) 教师众质有待提商

新世纪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老师不

仅要传授知识
,

而且要将科学研究的态度
、

方法等

传授给学生
。

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
,

既要对自己所

教的课程了如指掌
,

又要大致掌握所教学生的专业

背景
,

还应该能够追踪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一些最

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

将前沿的知识介绍给学

生
,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形研究和混沌系统模型等
,

已经很难区分数学
、

物

理和计算机学科的界限
,

它们是如此和谐地互相融

合在一起
,

问题的解决借助了各学科的知识
。

因

此
,

在大学学习期间
,

加强数理学科与计算机学科

的联系
,

整合课程体系结构
,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用

数学的语言
、

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
,

将有助于学生

今后的进一步自主学习
。

四
、

数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整合教

学的方法探讨

三
、

数理学科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整合教

学的必要性

未来的数学教育
,

其目的不是使每个学生都成

为数学家
,

而在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
,

提高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
,

增强学生运用数学知识
、

数学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

因此
,

一般高等学校的数

学教育
,

无论是其教学内容还是其系列课程的设置

上
,

均应区别于以培养数学工作者为目的的数学教

育
。

这就意味着
,

在一些院校和一些专业 (综合大

学的数学专业除外)
,

数学教育应从侧重演绎的纯

数学理论向数学内容与数学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课程

转化
。

因此
,

在数理学科与计算机教育之间进行整

合教学
,

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是可行的
。

比如
,

在数学中讲到极限时
,

因其概念比较抽

象
、

不直观
,

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

此时
,

若辅之以计算机程序实例
,

如用多项式之和计算圆

周率
,

可以让程序运行若干次
,

每次增加多项式的

项数
,

学生便能从计算结果的序列中轻而易举地理

解什么是极限
,

什么是逼近
。

再比如
,

穷举法是数

学中一种典型的算法
,

但如果仅凭老师的语言讲解

和同学的想象
,

真正理解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
。

此

时
,

若借助于计算机
,

将所研究的问题用穷举法编

制成程序并上机运行
,

利用计算机运算速度快的特

点
,

将结果显示出来让同学观察
,

便能迅速理解穷

举法的精髓
。

这样的教学过程
,

理论联系实际
,

同

学既能了解理论知识的用途
,

又能通过实践活动加

深对理论的理解
。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

都会感到

兴趣盎然
,

教与学的动力均会油然而生
。

如今
,

在很多领域
,

如计算机公式自动推导
,

图像存储中的数据压缩技术
,

加密和解密问题
,

分

(一 ) 机构的, 组与新建

在一般的高等学校
,

数理学科与计算机学科分

属不同的院
、

系
、

部
,

教学方案的整合
、

协调及实

施均存在一定的困难
。

因此
,

合理地重组机构
,

能

够在耗费最小的情况下
,

保证数理学科与计算机学

科整合教学的顺利进行
。

国内外已有一些学校在这

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

像河北师范大学
,

成立了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

学生在大学期间
,

学习主要的

数学和计算机课程
,

这无疑加强了两类课程的联

系
,

在做毕业论文时
,

更是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

来
,

用数学的思想
、

方法
,

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手段

解决实际间题
。

如果没有上述条件
,

无法成立相应的学院或系

(毕竟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专业 )
,

那么可以考虑成立

像计算数学教研室
、

应用数学教研室等机构
,

对学

生进行数学基础和计算机基础的教育
。

(二 ) 淡化文
、

理科界限
,

加强鑫础训练

在一些学校
,

特别是一些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

校
,

不少专业属于文理兼招
,

这就意味着
,

在一个

班级里
,

尽管学生学的是同一个专业
,

毕业时幸的

是相同的学位
,

但他们的知识背景是不同的
,

对知

识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

这就给老师上课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
。

老师上课时既要考虑理科学生
,

也要照顾

到文科学生
,

其结果势必影响到教学的难度与速

度
。

如果在高中阶段
,

学生不分文理科
,

所有的学

科设置均以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为前提
,

长期坚持

下去
,

将会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平衡发展
。

喜欢人文

社科的
,

在此阶段加强了对自然科学的学习 ; 数理

知识学得好的同学
,

也会增加一些人文科学的熏

陶
。

学生如此全面发展
,

不是使其今后更具竞争力

吗?

【三 ) 开展数学建模教学和实践
,

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

数学建模是指对于现实世界的某一特定系统或

特定问题
,

通过调查
、

收集资料数 (下转第 61 页)



王银萍 : 把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融合到大学英语教学中去

洁
,

等等
。

同时批评了那些乱丢垃圾
、

说脏话等不

文明现象
。

学生在练习口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

到了道德素质教育
。

实际上
,

结合英语教学对学生进行心理和道德

教育并非难事
。

只要我们教师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

即变以往的外语教学为外语教育
。

只有转变了观

念
,

才会有意识地把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融合到英

语教学中去
。

当然
,

要掌握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动

向
,

教师
,

特别是高校教师要改变过去
“

上课铃响

进教室
,

下课铃响走得急
”

这种只教英语不与学生

接触的现象
。

要跟学生经常进行思想沟通
,

掌握学

生的思想脉搏
。

只有这样
,

才能教书育人
。

也只有

这样
,

才能做到既教好书
,

又育好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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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课文
,

课堂教学就会生动活泼
,

学生的学习兴

趣就会越来越浓
,

素质教育就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效

果
。

我在使用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 《读写教

程》过程中始终贯穿了素质教育这根主线
。

当然
,

要做到这一点
,

教师除了熟悉教材以外
,

还要在每

一单元的主题中找到语言教学和心理及道德教育的

切合点
。

说得具体一点
,

就是确定从课文的哪个方

面或哪个角度来着手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
。

例如
,

在讲授 (读写教程》第三册 的第一单元课文中
“

fo ve
”

一词时
,

我没有局限于教材上的内容
,

而是

把
“lo ve , ,

这个词的词义延伸开来
。

让学生在练习

口语前
,

联想到
“

】训e , ,

的各种各样的内涵
,

如
“

lov
e
for Pa 此n ts , , , “ lo v e

for
e h il山re n , , , “

lo v e
for oth

-

.
” , “

如
e
for th e e nv in ””m 比n t , , , “

如
e
for the l习) -

ple’
’ , “ IOv e

for 二 ~ 匀
” , “

love for 户纽Ce
” ,

等等
。

然后
,

让各个对话小组选择不 同的话题
,

围绕
“ho w to s饭附 , 川r 10 Ve for ⋯

”

进行对话练习
。

最后
,

挑出几组表达比较完整的
、

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对话

在班上进行交流
。

比如
,

选择
“
L洲e

for the En vi 卜

一
t’’ 这一话题的学生自然想到了怎样去爱护和

保护环境
。

他们在对话中提出要制止 air 即11 u ti o n

和wate
r

网uti on
,

还提到怎样使南京变得更美
,

以

及学生在学校里怎样保持校园的洁净和教室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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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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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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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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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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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
南京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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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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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观察和研究其固有的特征和内在的规律
,

抓住

问题的主要矛盾
,

提出假设
,

经过抽象简化
,

建立

反映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
,

即数学模型 ; 然后运用

数学的方法和技巧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

数学建

模的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
,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和迅猛发展
,

越来越多的数学工作者
、

科学家和

工程师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数学建模的研究与教

学
。

数学建模的问题来源于现实世界
,

种类多种多

样
,

没有
“

标准模式
”

可循
,

这就意味着建模者在

具备一定基础知识的同时
,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
,

进行创造性活动
。

不同数学模型

的求解既涉及到不同数学分支的专门知识
,

而且还

要得到其他相关学科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

经过

小组成员认真的分析与综合
、

抽象与概括
,

建立起

相应的数学模型
,

并借助于计算机程序进行计算和

处理
。

开展大学生数学建模的教学和实践活动
,

不

仅有助于大学生数理知识和计算机知识的互相融

合
、

全面发展
,

而且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相互交流与

协作的能力
。

目前
,

我们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
,

知识以很短

的时间为周期进行快速更新
。

因此
,

数理课程与计

算机课程的教学内容势必要随着社会
、

经济
、

科技

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

更新和变化
。 “

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以渔
” ,

让广大教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

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

学科

的相互融合
、

知识的全面发展都会有助于学生创新

精神的培养与发展 ; 扎实的基础知识
、

良好的数学

修养
,

将使学生今后能够迎接更具创造性与挑战性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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