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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探索 

滕吉红，黄晓英，袁 博 
(解放军信息7-．程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分析了高等数学课程的特点，指出将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应用于高等数学现实教学符合课程 

的发展规律和深刻内涵，结合高等数学的教学经验，针对课程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从问题的设计和问题的解决 

等方面探索了如何更好地将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融入高等数学现实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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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Problem ——urged Teaching M ode in Advanced M 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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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with Calculus as the major part． 

Although it is hishly abstract，most concepts and theorems are abstracted from the real wodd．Calculus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dealing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in economics，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roblem —urged 

teaching mode will therefore be in line with the cours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Secondly，In view of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the paper discusses better integration of problem —urged teaching mode with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ranging from problem—designing to problem—solving according to some specific cours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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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是以学员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 

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为基础，以学员主动学习、自主学 

习和小组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的一种教学模式。问题驱动 

式教学模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 “对话式 

辩论”；19世纪后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的 “情 

境、问题、假设、推理和验证”的教学模式也充分强调了 

“从做中学”这种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的思想；ll 20世纪 

5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杰罗姆提出了通过学 

员自主探索，主动获取知识的 “发现教学法”，这些都与问 

题驱动式教学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面临教育转型的新形 

势，将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和高等数学现实教学相结合，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素质教育，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培养 

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一

、 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的适用性 

高等数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高度的抽象性，它的内 

容是形式化的，研究对象——数以及数与数之 间的关系 
— —

是抽象的，其符号和语言没有任何现实的物质意义， 

这也正是它让学员望而生畏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 

高等数学的理论和知识绝不是 “凭空而降”的，问题是丰 

富多彩的数学科学的源泉，数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荷兰数 

学家 H．Freudenthal有一句名言：“没有一种数学思想以它 

被发现时的那个样子发表出来，一个问题被解决之后相应 

的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技巧，结果使得火热的思考变成 

了冰冷的美丽。” 以微积分作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数学亦是 

如此，它的严谨性和抽象性使其呈现为 “冰冷的美丽”，事 

实上高等数学中许多概念、定理的发现却是 “火热的思 

考”，是受问题驱动而展开的猜想、假设 、推理和验证。而 

问题驱动式的教学模式不再只是局限于形式的逻辑推演， 

可将传统的数学演绎形式转化为学员容易接受的形式，即 

通过问题的形式把本质揭露出来，在引导学员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阐明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原理、脉络、思想和方法， 

尽可能地呈现或部分呈现、还原数学研究的过程。 

数学的魅力之处还体现在它应用的广泛性，华罗庚说 

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地球之变、生物之 

迷，日用之繁，无一能离开数学。” 高等数学虽然是一门 

数学基础理论课程，但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对于解决经济、物理以及实际工程中的实际问题都有广泛 

的应用，如导数与微分思想在经济学中，定积分的元素法 

在物理学中，微分方程在工程技术中都可以找到其理论原 

型。因此将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融入高等数学教学中既符 

合高等数学课程发展的历史规律，也符合课程的内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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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一)问题的设计 

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的起点和关键点是问题的设计， 

德国数学家康托曾说过：“数学领域中，提出问题的艺术比 

解答问题的艺术更为重要。”_4 但设计好的问题并不容易， 

如何提出学员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 

比较困难的事情。根据高等数学的内容特点以及教学 目的 

的不同，问题的设计原则也应有所区别。 

问题的设计原则之一是抽象数学的形象化，即找到抽 

象数学知识所对应的自然界的物质原型，追本溯源。比如 

积分学中所涉及的积分概念——定积分、二重积分、三重 

积分、第一类曲线积分和第一类曲面积分 j，其概念的表 

现形式各不相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本质上都是特殊 

和式的极限问题 ，还原概念的引入过程可发现，它们都和 

物理中求密度不均匀的构件的质量有关，因此借助实际物 

理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个积分的概念，还 

可以沟通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问题的设计原则之二是从直觉从发。逻辑是用来证明 

的，而直觉是用来发现的，高等数学中许多概念、定理都 

是直觉思维的产物。比如比较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格 

林公式的结构特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积分之间的关系之后， 

直觉上可以猜测三重积分以及其边界曲面上的曲面积分之 

间应该也有类似的关系，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引导学员进一 

步思考分析，给出猜想、证明猜想。 

问题设计的原则之三是以旧带新，遵循知识发展的连 

续性。通过问题引领，使学员沟通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复习旧知识，找出新旧知识之间的桥梁，自然过渡到新知 

识 ，再通过新旧知识比较，进而加深对新知识理解程度。 

比如在引导学员学 习 “数列极 限的概念 JI 这部分 内容 

时，我们设计了如下一些问题 ： 

问题 1 在现实中有哪些现象蕴含了极限的思想?(激 

发学员关于极限的直觉思维) 

问题 2 极限的定义是什么? (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 

促使学员回顾中学里所学的极限的描述性定义) 

问题3 极限描述性定义的优点是什么?(促使学员对 

旧知识进行梳理) 

问题4 请利用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判别数列 1，√2， 

⋯

， n⋯的敛散性。(学员解决这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激 

发学员思考深层次的原因) 

问题 5 极限的描述性定义的缺陷是什么? (再次对旧 

知识进行梳理) 

问题6 克服极限描述性定义的缺陷的关键是什么? 

(为知识更新作好铺垫) 

问题的设计原则之四是由微观到宏观。高等数学的知 

识点犹如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微观教学引领学员找到这些 

珍珠，宏观教学则引导学员将珍珠做成一条完美的项链， 

使学员掌握知识的整体框架结构。比如在高等数学的第一 

堂课我们就提出了 “极限、微分和积分作为高等数学中三 

个重要概念，它们产生、发展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是否 
一 致”这个问题激起学员的求知欲，再通过引导学员查阅 

资料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使学员对微积分及其发展有 

了宏观的认识。 

(二)问题的分析 

教学环节中问题 的分析是学员最渴望尝试的，这也是 

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的实践环节。教员通过提出问题，进 

一 步引导学员解决相关问题，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将教 

学的重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形 

成波浪式、递进式的课堂教学结构，在这一过程 中，教员 

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 是抛砖引玉。教员可以围绕所提的中心问题，布阵 

设疑，搭桥铺路，创设问题情景 ，而不要急于将答案给出，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说得好 “令人讨厌的艺术就是把什么都 

说了出来”。因此，教员可通过旁敲侧击、点拨诱导 ，使学 

生恍然大悟，让思维的火花从学员自己的脑海里进发出来 ， 

这对诱发学员的悟性和创造性思维极为有利。 

二是循序渐进。教员要注意合理安排问题的次序，特 

别是对内容的重点、难点，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以及这些 

问题的依次解决铺设帮助学员突破障碍的 “阶梯”，引领学 

员 “拾阶而上”，积极地获取知识。 

三是及时反馈。教员对学员的反应要给予及时明确的 

反馈，美国心理学家贝蒙认为，通过评定人们的行为能改 

变个体的自我知觉，从而影响个体态度的改变和行为方式 

的变化。肯定的评价能有效地强化人们的行为，因此在实 

际教学 中要允许学员犯错误，要通过问题 的逐步深入有针 

对性的引导，帮助学员实现 自我反思和知识的深化，这比 

把正确的答案简单告诉学员让其盲从更有教育意义。 

四是组织引导。一些综合问题以及与工程技术相关的 

实际问题的解决常常需要学员的分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 

以学员 自主探索为主，同时教员基于自己所掌握的经验、 

知识、对问题以及学员知识结构的了解 ，对学员进行合理 

分工，对学员的探索活动给予积极有效地指导，通过学员 

和学员之间、小组和小组之间的交流探讨，即可以增强学 

员的探究和创新能力、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培养综合运 

用知识的能力，还可以培养学员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 

识 ，促进学员的全面发展。 

三、结束语 

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避免了传统的 “从概念到定理，再 

到证明、例题、习题”的注入式数学教学模式，重点强调 

“从实际中发现、提炼问题，用数学语言刻画实际问题、用 

数学工具解决、检验实际问题”等数学应用意识和能力的培 

养，有利于构建以学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使学习从理论延 

伸到实践、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从而使学员在积极的思维中 

猎取知识，提高技能。但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并不是万能 

的，世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教学模式，因此，只 

有坚持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从整体考虑，从实际教学需要 

出发，融会贯通地理解和运用多种教学模式，才能符合教学 

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要求，实现教学效果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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