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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教学预案促进学员创新思维培养 

龙 汉，谢美华，刘雄伟，何 敏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基于创新思维品质培养，针对高等数学教学中遇到的一类教学情境，运用教学预案，促进学 

生的探究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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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Students’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by Teaching Plan 

LONG Han，Xie Mei—hua，LIU Xiong—wei。He Min 

( ge ofScience，National Unwe=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eaching emotional mo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quality training，we develop a teaching 

plan for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 is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students’interest in inspi6ng their potenti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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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二、针对教学情境构建教学预案 

在高等数学教材中，有一些概念会通过形象化的描述 

给出，这对于高校学生理解这类枯燥的微积分概念具有帮 

助作用，但这种描述经常会被学生提问 “质疑”，例如：大 
，， 。、 

部分教材中对高阶无穷小定义是：若 lim ，则 x)是 
g 

—O过程中比g(x)高阶的无穷小，之后 ，会有这样形象的描 

述 )比g( )趋于0的速度更快。 

什么叫趋于0的速度?什么叫快?这是在这部分教学内 

容的教学过程中常遇到并需要给予回答的问题，不同的回答 

方式，将获得不同的教学效果。有些教材会以列表方式加以 

说明，例如，下面四个函数都是 —O过程的无穷小， 

)= ，g( )=sinx， ( )= ， ( )=In(1+2x) 

当 取逐步趋于零时，相应函数值的变化情况为： 

大部分学习者也接受这样的描述，但我们的教学经验 

表明，这样的表格和数据仍然不能让一些质疑的学生感觉 

出到底谁更 “快”。总会有部分学习者会对此提问，有的表 

示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提出一些异议。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仅仅告诉提问者这是一个形象化 

的描述，那么，提问者一般就接受了，或者带着疑惑放弃 

了。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教学过程中一次创新式思维培养、 

启发式教学的好机会。学生敢于提问，这说明他们具有质 

疑教材、不迷性书本，挑战权威的勇气，这无疑是创新式 

思维的必要条件，也是创新式思维的可贵品质，具备这种 

思维品质的学生往往只有少数。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 

极力倡导知识发现过程 ，他指出：“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 

未知晓的事物，明确地说，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 

识的一切形式”。⋯这就是说，学生在学习中并不一定真正 

发现人类未知的东西，主要是模仿发现者的思维路线，即 

发现路线，是一种 “发现式”的学习。这种方法要求学生 

不只是记住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要通过 自己的研究思 

考，知道结论是怎样来的，知道每个概念、范畴、规律、 

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个过程体现了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 

学习者的好奇与兴趣，培养学习者的直觉与洞察力，这是 

创新人才除了知识的积累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以外的重要 

素质 J。基于以上认识和保护、发掘、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品质，让学生充分体验知识发现过程的教学情感动机 J， 

我们对学生提出此类问题的教学情境制定了以下处理预案： 

第一步：暂时认同学生质疑，不立即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步：要求学生准确表述其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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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若表述内容没有创新性思维痕迹，就给出答 

案，若表述内容有创新性思维特点，则和学生一起分析其 

表述内容； 

第四步：和学生一起找出答案。 

我们认为，暂时认同学生质疑有利于保护学生的积极 

性，使其创新式思维在心理过程中受到 “我的问题很有价 

值”的积极暗示 ；准确表述是创新式思维获得深度的必经 

之路，或者说，是学生发展创新式思维的必要素质；第三 

步和第四步能使学生获得创新式思维的完整体验。以下是 

我们的预案应用实例。 

三、基于创新思维培养应用教学预案 

应用实例 1：首先，认真聆听学生的问题并沉默片刻， 

注视其所指内容，并表示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妥”。第二 

步，提出 “为什么不能用快来形容呢?”，获得 “老师你在 

极限定义那堂课不是告诉我们数学里没有快慢，只有大小 

的吗。”，于是再问： “你只是觉得用词不当吗”，回答是： 

“是，我能理解这个里面的意思，但快字不严谨”，“不严 

谨，但够形象是不是?”，“是”，“好，那我告诉你，教材 

不是学术论文，为了让你 明白，形象描述也是可以的，或 

者必要的，注意这一句话不是一个数学定义。” 

应用实例 2：第一步同实例 1。第二步，提出 “为什么 

不能用快来形容呢?”，获得 “我觉得有点矛盾”的回答， 

于是马上要求说出矛盾在哪里，学生不能立即表述其质疑。 

于是，告诉学生 “许多教材中都有这样的描述，所以，这 

种描述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我认 为你的问题也很有道理。 

不如，我们都再深入的想一想，到下堂课课间我们再讨 

论。”。果然 ，这个学生作 出了很详细的表述 ：如图 1，令 

SI(t)=t，S2(t)=t 表示两个路程函数中，在 t=0附近的 

范围内的任一时刻，52(￡)的斜率都较 S，(t)的斜率小 ，也就 

意味着 s2(f)这个函数对应的运动速度更慢。 

S 

0 

图 1 S，(t)斜率更大 

图2 △t2更大 

再如图2，在 0点附近，同样的路程 对应的运动时间 

At。较△ 小，也就是说s。(z)所对应的运动所用时间更少，所 

以S (￡)对应的运动速度更快。所以，高阶无穷小函数 S (t) 

比低阶无穷小函数S，(t)趋于零的速度更慢，这与书上的结 

论矛盾 。 

学生还进一步举出了一个图例：在 0点附近，相同时间 

段 内，5，(t)对应的 。更大，还是说明，高阶无穷小函数 

s2(t)比低阶无穷小函数S。(t)趋于零的速度更慢。显然，学 

生表述内容具有对教材内容具有“颠覆性”特点，其思维具 

有创新品质 ，因此，实施第三步预案。 

第三步，问“除了发现在 0点附近，S (t)对应的运动速 

度更快外 ，你还发现 s (t)的图形和大小特点没有?”，学生 

经过一阵思考后回答 ：“我发现，从图形上看，同一时刻，高阶 

无穷小的函数总是比低阶无穷小的函数值更小。”抓住这一 

机会，马上补充：“不仅仅是更小 ，而是更接近零 ，如果把原点 

看做终点或前方，那么高阶无穷小函数代表的运动是不是总 

是领先于低阶无穷小函数代表的运动，总是处于前方?而且 

别忘了，是在 0点附近才具有这样的特点。”最后 ，以“你这 

个问题提得很好，而且解决得也很棒!”，完成预案第四步。 

四、进一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 ，在某些应用实例中，经常需要和学生 
一 起完成路程函数的构造，或者需要帮助他们更加严格、 

准确地表述他们的问题。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是创新思维 

的完整心理过程，如果只鼓励学生提问，而不培养他们 自 

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就难以让学生真正实现创新能力 

的提高。 

这个问题中 “快”字并非变化率意义上的 “快 ”，它 

实际上就是指x—O这一过程中，高阶无穷小函数的函数值 

总比低阶无穷小函数的函数值更接近零这一趋势。汉语言 

中，“快”字与 “早”字在某些语境中近义，士兵比敌人 

更早到达阵地往往被说成到得更快，在高阶无穷小趋于零 

更快这个描述中，在0点附近的任一时刻，S (t)都更接 

近于零，S2(t)代表的运动当然有更 “快” (实际上可理 

解为更早)到达0点的趋势。绝大部分学生都接受 “快” 

这类描述方式，或者说能会意这样的描述，并能应用于解 

题之中，但也总有一部分学生会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在高 

等数学教学过程出现的这类教学情境中，对 “快”的对错 

进行讨论意义并不大，但在促进创新思维的培养方面却有 

不小的作用。以上就是我们利用这一教学情境，培养、激 

励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创新思维品质的教学尝 

试。通过此类预案处理实例，学生对高阶无穷小的认识更 

加深刻了，关键还在于 ，学生认为自己发现这一问题并解 

决问题的体验帮助他加深了对高阶无穷小概念本质的认识 ， 

并更有兴趣和信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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