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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新时代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大

学生数学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本文仅对大学生数学能力中数学思维能力、数学表达

能力、数学建模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究,以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生为对象,以高等代数课程教学内容为例,

探究课程教学改革的模式、多样化的习题、竞赛、线上线下小组讨论等多维度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大学生

数学能力提升,以期为数学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为学生全面发展和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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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bil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he 

enhanc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bilities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process. This 

paper only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ability in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taking students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cience as the subject, and tak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dvanced algebra courses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models, diversified 

exercises, competitions, and online and offline group discussio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bilities. It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heir future 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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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大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已成为

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

而且在提高逻辑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此,探究大学生数学能力提升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1,2]。 

新时代背景下数学教育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这主

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

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

性,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数学的学习与应用,这给数学能力培养

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学能力指个体迅速、成功地完成数学活动

(数学学习活动、数学研究活动)的一种稳定的个性特征。应用

数学能力是指人们应用数学知识理解、分析和解决在工作、生

活以及科学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大学生的

数学及其应用能力,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

进就业,以适应新时代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学数学系列课程的

学习是后续相关专业课学习的基础,为从事科学研究提供有力

的数学工具,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近年来,大

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如火如荼,其核心理念是

“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传统课堂上偏重于单向的知识传授、重

知识点和解题技巧,而忽视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理念[3,4]。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数学能力是大学数学教

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5-7]。

实现目标是最大化整个团队的合作效益本文针对我校信计专业

的高等代数课程教学过程中所提出的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思路

和举措进行阐述,围绕大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数学表达能力、

数学建模能力三方面能力的培养进行研究。 

1 提升大学生数学能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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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数学能力中的数学思维能力、数学表达能力、数学

建模能力比较重要。数学思维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

通过逻辑推理、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等方式解决数学问题的能

力。这一能力是数学能力的基础,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

解和应用。教学中可以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形结合教学

方法、创建生活性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进行数学质疑、引导

学生自行设计问题等措施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数学表达

能力是指学生能够清晰、准确地用数学语言(包括符号、公式、

图表等)表达数学思想、解决问题过程及结果的能力,这一能力

有助于学生进行有效的数学交流和合作、增强自信心。数学建

模能力是指学生能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通过建立数

学模型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能力在解决复杂实际

问题中尤为重要,也是知识综合应用的具体表现。 

1.1数学思维能力培养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问题

引导、讨论互动、实践操作、习题巩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数学

思维,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及知识的融会贯通。例如在讲解线性

方程组解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先给出一个高中接触过的三元一

次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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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程组(1)求解过程中,引导学生总结对方程做了哪些变

换,有交换两个方程的位置,一个方程乘以相应的倍数加到另一

个方程上,方程两边乘以一个不为零的数三种变换,以上三种变

换称为线性方程组(1)的初等变换,进而再引导学生,让他们发

现对方程组所做的初等变换实质上是系数的变换,从而引入增

广矩阵的概念及矩阵的初等行变换的概念。接着,对三元线性方

程的求解问题推广到任意的n元线性方程组求解问题上,如针对

n元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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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方程组(2)的解的情况。让学生先思考方程组解分几种

情形,并总结什么情形下有解(有唯一解、无穷多解)、无解。引

导学生理解唯一解情况下和克拉默法则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

小组讨论、全班讨论等形式,学生可以分享自己的思考过程和解

决方案,互相启发,从而加深对该知识的理解。最后针对解的三

种情况举例练习。通过实际解题,学生可以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具

体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该知识点。 

课后设计多样化的练习题目,包括基础练习、综合练习和应

用练习,基础练习用来巩固基础知识,综合练习考查知识的理解

及运用,应用练习考查学生把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问题并解决

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不同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还

要设置有难度梯度的题目,循序渐进,也可设置一些通过阅读书

籍和文献自主完成的题目,逐步提高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解决

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行列式计算、逆矩阵的计算中,鼓励学生自

学MATLAB软件进行计算并用来检查自己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又锻炼了其自主学

习能力。对线性变换这样抽象的概念启发学生与空间解析几何

建立联系,进一步理解线性变换的几何意义。 

鼓励学生参加数学竞赛,参加数学竞赛对数学思维能力的

培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学竞赛不仅是对学生数学能力的

考验,也是对他们心理素质、策略规划和时间管理等多方面能力

的挑战。通过参与数学竞赛,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能够在竞

争和合作中提升自己的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1.2数学表达能力的培养 

数学表达能力是数学能力及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数学学习和数学交流至关重要,因此教师应强调数学语言的准

确性和逻辑性,指导学生如何用数学语言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

的思考过程和结论,数学表达能力分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对于书面表达能力训练过程中,课上我们鼓励学生在解题过

程中进行详细的书面表达,清晰地写出解题步骤和思路。例如,

在行列式的计算过程中,要在等号上面标注出来每次所做的变换,

在化矩阵为阶梯型矩阵过程中,也要标注清楚所做的变换,在定

理证明中,要写清楚因果关系等,养成良好的书面表达习惯,对初

学高等代数的学生和竞赛答题有一定的好处。对于口头表达训练,

在课堂上设置讨论环节,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思维

的碰撞来提高表达能力,通过课堂展示和讲解活动,培养学生的

口头表达能力。学生可以通过板书讲解自己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提

高表达能力,同时接受老师和同学的反馈,从而提高表达能力和

自信心,让学生在交流中提升数学表达能力。同时要注重教师的示

范作用,教师在课堂上应使用精准的数学表达,并在学生表达不准

确时,用数学术语重述他们的解决方案,以树立榜样教师可多样化

的评价方式,如个人报告、小组报告、口头表达等多种评价方式,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表达能力水平,发现不足并进行改进。 

1.3数学建模能力的培养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一项重要赛事,旨在提高全国

高校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水平。学生们参加的热情很高涨,为此

在授课过程中需多引入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数学建模思维

的培养,高等代数课程内容是数学建模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经济

学中,可以使用矩阵来表示经济学中多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有两个市场,每个市场有两种商品,商品1和商品2。用矩阵

来表示这两个市场的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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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示第一个市场的供给量,分别表示第二个市场的供给量。

12 22,S S 还可以表示市场需求、价格影响等。在机器学习的支

持向量机和主成分分析中,特征向量通常以矩阵的形式表示,用

于训练模型。例如有一个二维数据集,包含两类数据点。 

类+1:(2,2),(4,4) 

类-1:(1,1),(3,3) 

要使用支持向量机来区分这两类。需要将数据点表示为矩

阵
1 3 2 4

1 3 2 4

T
 
 
 

。在计算机图形学中,矩阵用于表示图形

的旋转、缩放和平移等变换。可使用2x2矩阵可以表示二维空间

的线性变换,而3x3矩阵可以表示三维空间的变换等。在多智能

体系统的一致性控制问题中,会用一个微分方程来对多智能体

进行建模,根据Lyapunov稳定性分析其一致性问题,中间涉及到

矩阵方程的求解及对称矩阵的正定性问题。再比如利用最大特

征值和特征向量,可以有效地解决数学建模中经典的组队问题。

涉及到如何将一组人分配成多个小组,使得每个小组的合作效

果最佳。为此,需要找到一个分配方案,使得每个小组的内部合

作效益最大。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最大特征值问题,即特征

向量中数值相近的成员应该被分配到同一个小组,以最大化组

内的合作效益。此方法还可以用于其他需要优化分配的场景,

如资源分配、任务调度等。这样通过简单的例子,让学生了解不

同类型的模型,理解它们的结构和用途,理解的基础之上,鼓励

创新和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拘泥于传统思维。 

2 课程反思与教学改进 

每次教学活动后,我们都及时反思教学效果,分析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反馈,调整教学策略。例如,通过课堂观察和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数学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建模能力的水平。根据反

思结果,教师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优化教学设计,更新教学内容。

特别要关注学生的差异,针对学生在某些知识点上的理解困难,

教师可以设计更有针对性的练习和辅导,以提高学习效果。同时

利用数学软件、在线资源等现代科技手段,丰富教学内容和形

式。教学过程中,课程组老师们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对课程的深入理解、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以及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指导和反馈方面都有所增强,如翻转课堂、探究式学习等,

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 结论 

新理论新技术的涌现、当代大学生成长背景和认知心理的

变化等都给大学生数学能力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学能力的

培养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和方法。通过合理

的教学设计、多元化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教学实践,可以大大提升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数学表达能力和数学建模能力。本文仅

以高等代数课程为例分析数学能力提升路径,期望能够在实际

教学中得到应用和推广,进一步促进数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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