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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大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思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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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在明确数学教学指导思想的前提下, 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引导学生参与课堂, 改善课

堂教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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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guiding though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paper expounds how to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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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掌握高新科学技术的高

素质人才, 而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 因此, 培养高素质

人才, 数学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数学教育是整个学校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课堂教学又是数学教学的核心, 是

提高学生素质的主要渠道。

在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经常会听到有些学生说 /害怕

数学0 , 甚至有的新生在第一节数学课开课前已经对它 / 惧怕
三分、退避三舍0 了。这给我们这些数学教师们以深深的思

索: 数学真的这么可怕吗? 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陈省身教授曾经说 / 数学是很有意思的科学。0 他在接
受数学教育家张奠宙教授的一次访谈时说到: / 数学课要讲

得孩子们有兴趣。孩子们都是有好奇心的。他们对数学本来

也有好奇心。可是有的教师教得不好, 把数学讲得干巴巴

的, 扼杀了好奇心, 数学就变得越来越难了。0
数学学习过程的确应该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过

程。在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创造性地利用教材, 给学生

提供开放的、自主的、趣味性强的、参与度高的教学课堂。

本文就 / 如何提高大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0 提几点看法。

  一、明确教学的指导思想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

的教学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 数学教学的本质是数学思维的教学

课堂教学过程中,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语言交流活

动, 情感传递活动, 兴趣、习惯、行为的展现活动, 以及

思维活动都是数学活动, 其中思维活动支配着其它活动,

是数学活动的核心。因此, 数学教学的本质是数学活动的

教学 , 也可以说是数学思维的教学。

2. 课堂教学的宗旨是提高学生的素质, 完成教学向自

学的过渡

要提高学生的素质, 最重要的是培养其自学能力。课

堂教学不只是教知识、教理论, 更重要的是教思想、教学

法。为此, 就要把过去那种单纯解释教材, 学生从教师的

讲解中学习知识的封闭式教学模式, 转变为学生从教材中

获取知识, 教师做必要的引导、讲评的开放式教学模式,

真正实现 / 以教为主0 向 / 以学为主0 的转变。所以, 教

师必须从以下基本方面施教。

( 1) 教会学生整理知识

教师要帮助学生搞清知识的来龙去脉、经纬联系, 使

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并通过对知识逻辑结构和相应研究

方法的整理, 能够把新知识和新的研究方法有效地纳入到

原有的认识结构中, 使书越读越薄。比如在学习了用 / 一

阶导数符号0 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后, 就可以引导学生把这

种方法纳入到以前学过的 / 怎样判断函数单调性0 的知识

结构中去, 加深学生对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区别的理解。

( 2) 教会学生认知评价

帮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及时反馈, 进行自我评比、相

互评价。比如在讲不定积分Qcsc3 dx 的计算时, 至少有 3 种

方法可以解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并

进行对比, 分析 3 种方法的优劣和难易程度, 激发学生探

索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通过对知识的比较, 既能加深对

概念、定理、公式等的理解, 又能对自己的思维成果进行

评价 , 使思维更加活跃, 更加深刻。

X [收稿日期]  2008-05-26

  [作者简介]  杨清霞 ( 1977- ) , 女, 山东济宁人, 中央民族大学讲师, 硕士。

第 32卷第 1 期

2009年 3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 f Higher Education Res earch

Vol132, No1 1

Mar12009



( 3) 教会学生探索

探索可以使知识进一步深化, 探索是创新的钥匙。因

此, 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猜想, 勇于实践, 提高学生综合

运用与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使创造性思维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展。

3.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

用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克服僵化的、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模式。树立教学中的

正确理念, 教师的作用是及时点拨, 适当引导, 教师只是

学生学习的向导, 学生才是课堂的主角。

  二、提高教师自身教学素质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说过: / 教师不仅要进行教学工

作, 而且还要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工作。0 常言道:

/ 要给人一杯水, 自己先要有一桶水。0 要教给学生完备的

知识, 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教学科研是提

高教师业务素质、提高教育效果的主要途径。只有那些勇

于探索, 善于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在教学中搞科研, 以

科研促教学的教师, 才能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理论水平,

才能具备较优化的知识结构和较新颖的教学理念。数学教

师也只有通过深入地进行教学科研, 才能进一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 适应时代对学生数学素质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1. 钻研教材, 活用教材

不同的学校和专业对学生的数学水平要求是不同的,

使用的教材也有很灵活的选择性。目前, 社会上出版的数

学书目很多, 各类书的特色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不论

使用什么版本的教材, 教师只有准确地把握教材的系统性、

逻辑性, 吃透了教材, 才能高屋建瓴, 做到巧妙启发, 准

确点拨, 及时引导学生。

国家教育部新的 5高中课程标准6 对数学内容强调

/ 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0 , 同时也提出 / 学生的数学
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 这些

内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

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0。对教材中一些例题、习题, 如果

教师能在深刻领会教材编写意图的前提下, 充分发掘教材

的潜在功能, 结合实际, 从学生的兴趣出发, 大胆活用例

题、习题, 不仅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而且

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样的情境中, 学生不但会很快投入到学习中, 而且兴

趣盎然地从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价值。

2. 提高讲授的艺术性

教育家波利亚说, 有一条绝对正确的规律, 如果老师

不喜欢数学, 学生也就不会喜欢数学。教师要做到学生喜

欢上数学课, 喜欢数学, 就是讲授艺术的问题。不同的授

课方法收到的是不同的教学效果, 只有当它具有创造性、

情感性和趣味性时, 才如同艺术一样沁人心脾, 催人奋进,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 1) 数学美是讲授艺术的重要源泉

数学学科具有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简单美、和谐美、

对称美等。教师深入挖掘和充分展示数学的这些内在美,

是提高授课魅力的本质。

举例说, 数学里有 / 对称0 , 文学中则有 / 对仗0。对
称是一种变换, 经过变换后有些数学性质保持不变。而对

仗是上联变成下联, 字词句的某些特性不变。王维有诗云:

/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0。这里, 明月对清泉, 都是自

然景物, 没有变。形容词 / 明0 对 / 清0 , 名词 / 月0 对

/ 泉0, 词性不变。变化中的不变性质, 在文化中、文学中、

数学中, 都广泛存在着。数学中的 /对偶理论0 , 拓扑学的

变与不变, 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 文学意境也有和

数学概念相通的地方。著名数学家徐利治先生早就指出:

/ 孤帆远影碧空尽0 正是极限概念的意境。
( 2) 演说技巧是发挥讲授艺术的核心

一个好的教师不仅利用语言吸引学生, 利用语言的抑

扬顿挫启发思维, 还要抓住教具运用技巧、板书使用技巧

等来展现自己的讲授愿望, 一会儿 / 山穷水近0, 一会儿

/ 柳暗花明0, 充分发掘学生的最大潜能。

  三、引导学生全程参与, 改善课堂教学

  教育是人的教育, 课堂教学过程应该是一个 / 互动过
程0。课堂中教师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环

境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 鼓励学生对教科书的自我理解、

自我解读, 尊重学生的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 使学习过程

成为一个富有个性化的过程。这就要改变原有的单一、被

动的教学方式, 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

1. 重视激发兴趣, 启发学生参与

著名教育家顾泠沅说: / 在课堂教学范围里对教师最有

意义的是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 也就是要使学习的内容让

学生感兴趣, 对有了兴趣的事学生就会认真地把它学好。0

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心理动因。因此,

激发数学的兴趣就成为启发学生参与数学教学的前提。

2. 创设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参与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创设合乎实际的

教学情境, 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动脑、动口、动手等

多种途径积极参与教学过程。

( 1) 教学形式多样化

长期以来, 课堂教学就是教师耐心地讲, 学生认真地

听。这种课堂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 更不

利于学生个性特点的发挥。其次, 班级授课制虽符合学生

的心理、生理水平, 但同一班级的学生智力水平、非智力

水平毕竟有差异。所以教学中不能采用单一的教学模式和

手段, 要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 选讲例题, 留作业保底而

不封顶, 既照顾大部分, 又兼顾两头, 最大面积地提高教

学质量。

A、注重课堂提问

提问是引导学生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教学中, 教

师提出问题以后, 不要急于让学生回答, 而是给学生留出

独立思考和周围同学交流想法的时间, 待学生对问题有深

刻的理解后再让他们回答。这种提问, 有利于促进教学活

动中两主体之间的互动, 使学生的注意力始终处于活跃的

积极状态。

B、计算机辅助教学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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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Is each topic sentence supported by evidence and

examples?

4) Are the points and reasons organized in a logical order,

beginning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5) Doesthe conclusion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and give a

strong final statement of the writer. sopinion, or a recommendation?

在设计任务时, 教师要考虑到写作的任务和体裁, 以

及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次互评活动

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使用 checklist时 , 教师要确保学生

对每一个问题都能准确理解, 评阅同伴文章时要对应每个

问题作好笔记, 读完之后再进行相互的语言交互活动, 就

checklist上的问题进行讨论, 教师作为监控者随时参与讨

论, 帮助学生就有分歧的问题达成统一意见。最后, 学生

要在互评和讨论的基础上对初稿进行修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同级互评作为反馈的重要形式, 有利于帮

助写作者用更具有批判性的目光审视自己的文章, 有利于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有利于增强学生口头交际

的能力, 这也体现了写作过程作为一个循环复杂的心理认

知过程, 思维创造过程和社会交互过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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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现代教育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日趋深

化, 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已成为教育改革的组成部分, 也成

了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 制作一些生动形象的课件, 从优化训练内容出发, 使学

生听觉、视觉、触觉都参与感知活动, 可以更大限度地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生开阔视野, 丰富知识。

( 2) 贯彻启发式原则

不管采用什么教学方法, 教学中始终都要贯彻启发式

原则。但是一定要克服 / 启发就是提问0 的错误观念, 努

力从诱导学生的积极思维入手, 少讲精练, 提高学生思维

品质, 增强应用意识。把数学思想与方法的传授放在首位,

充分调动他们学会、会学, 在探索中学习, 在学习中探索。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数学家张景中先生一贯主张

把数学变得容易一些。为此, 他提供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经

验, 他说: /我的基本想法是, 要讲一个新东西, 先要仔细

分析一下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 他已经掌握了哪些东西,

一定要从他掌握的东西出发, 加进最少的新东西让他进入

一个新的领域。0
3. 及时反馈调整, 强化学生参与

教师及时把学生参与课堂的学习结果反馈给学生, 有

利于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数学课上现场做练习是一种很

好的学生参与活动。对的地方加以赞扬和鼓励, 不对或有

欠缺的时候和学生们一起找出错误地方, 一方面将错题改

过来, 另一方面可以把错题背后隐藏的错误思想方法及时

矫正。教师也可以从学生反馈来的信息中看到教学的实际

效果, 通过对教学活动的改进, 提高教学效率, 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都能在参与中获得进步。

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交流访问期间发现 , 他们

的教师不叫 做 / teacher0 而 是 / instructor ( 指导 者 )0 ,

instructor对学生的肯定和鼓励尤其 / 慷慨0。课堂上学生可
以在教学的任何环节提出问题, 而 instructor 对这些学生的

回应首先是 / good question0 或 / interesting question0 , 有时甚

至是 /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it is just what I want to say

next0。即使学生的问题听起来很荒谬甚至是错误的,

Instructor也会说 / I do not think so0, 然后解释原因, 而从来

不直接说 / you are wrong0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失时机地
对学生进行积极和适度的鼓励性评价, 能有效地促进学习

者的学习行为。使学生体验评价的严肃性, 获得学习成功

的快乐, 不同学生进行不同评价, 从实际出发培养学生自

信心、自尊心, 评点结合, 发展学生参与意识, 不断提高

学生参与能力。

总之, 教师如果能让自己的学生积极参与教学 , 多给

学生自由表达见解的机会, 使学生的个性潜能得到淋漓尽

致的发挥, 学生身上蕴藏的创新能力得以充分挖掘。那么,

数学课堂将成为学生们求知的乐园, 成为师生展示个人魅

力与才华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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