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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数学是重要的课程内容,教学质量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有重要的作用,基于HPM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

是时代发展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要求的表现,也是为了激发学生对高职数学的理解的重要方式。通过教学改革,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掌握发生相应的变化,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整体结构意识以及数学素养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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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course conten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mathematics based 

on HPM perspective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stimul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mathematics. Through the 

teaching reform, students' mastery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changes accordingly, providing direction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overall structural awareness and mathema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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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基础水平相对较差,数学的学习

能力有限,传统的高等数学教学的开展对学生而言难度较

大,难以真正的融入到数学学习中,数学教学也不能体现出

相应的教育效果。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是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转变数学教育思想,融入教育技术手

段、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等,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对数

学的认识,减少学生对数学的偏见,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待

数学,从而激发学习兴趣,通过数学的学习更好的完善自身

的综合素质。 

1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 

1.1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的方式 

传统的高职数学教学中注重数学内容的学习,设置不

同的模块分开学习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分解了数学知识体

系,数学的文化功能也逐渐丧失；教学过程中大多是结合数

学的概念、运算方式、分析求解进行,数学的价值不能有效

呈现[1]；教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阐述,缺乏自主意识,数学

知识发生的过程也难以展现出来,学生的思维因此被限制。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就是转变传统的高职

数学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养成问题意识、形成思维意识、发

展认知,更好的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 

 

学院围绕五大建设任务,构建了“方案-协议-标准-制

度”四梯度的较为完善的现代学徒制制度体系。学院先后出

台了《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三单制”的要

求加强试点工作过程管理；出台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指导意见》《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等制度,健全校企

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的管理制度,同时各试点专业按

照日常管理和教学要求制定相关落实细则。 

制度包含：《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

教学管理办法》《弹性学分制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学徒工

学交替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

《现代学徒制质量监控办法》《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评价考核

办法》《学徒考核评价制度》《现代学徒制工作绩效考核制度》 

制度建设是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制度设

计应包括权利主体、框架体系、管理层级、实施操作等各方

面的内容,既有强制性的规则,也有激励性的条款,只有突破

现有的制度瓶颈,才能保障现代学徒制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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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的本质 

高职数学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微积分相关的知识体

系,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的本质

就是将数学史融入到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数学知识的

理解,形成提问的意识,构建整体结构,并在不断的学习中

形成较高的数学素养,即善于自主探究的能力。通过一些

HPM 的案例,能够追溯历史渊源,学习相关的研究方法,加

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历史原理。在回顾数学史时采

取有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数学学习

中。这就需要教师应用有限的资源,并集中整合,从而获取

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整合和探究中体验数学的奥秘,从中

汲取营养。 

2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内容 

2.1 师生关系的现状 

高职院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掌握程度相对较差,对数学

的学习缺乏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同的教学因

素和学生个体因素,学生没有在实际学习中培养出热爱思

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实践能

力比较差,这就需要关心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困惑,帮

助学生解压,培养学生热爱数学、热爱思考的意识。还有

的高职院校的数学教师,自身对学生的认可程度较低,认

为学生学习不刻苦,课堂上的内容不愿意听,课后作业更

是做的一塌糊涂。但是教师也要从自身找问题,是否教学

内容超出学生的学习范围,是否课程设计符合学生的学习

方式,在教学中有没有真正的为学生着想,不断的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没有及时的和学生进行互动,

师生关系是否融洽等,这些看起来可能和数学学习没有太

大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才让学

生在学习中不能真正的体现主体作用,更不能真正的将个

人意愿加入到数学学习中。 

另外好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技术

的进步,学生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和途径相对较多,在解

决数学问题时过度的依靠网络。平时的学习也有网络课程,

认为只要看看视频就可以,实际上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更没有认识到数学学习的特点。高职院校的教师也要

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教学时加强对数学文化、数学思想的

深入,让学生能够感知到数学的魅力,从而自愿投入到数

学学习中。 

2.2 单元教学设计的改革 

高职数学教学中偏离了学生的需要和认知,内容比较深

奥,难以理解,教师教不会,学生学不会,成为两难的境地,高

职数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在设计单元教学内容时要引导学

生关注数学主题和概念,转变教学设计方式,加入有价值的

内容,并及时的开展数学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理解

数学概念。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应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结构

化教学。形成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制定学期目标,

让学生能够提现到学习数学的快乐。数学问题的引入要能

够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对数学知识

的认识,能够激发潜能,提出问题,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2.3 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通常都是教师进行讲解,学生一边

听课一边做笔记,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很容易让学生跟着

教师的思路走,难以有自己的思考时间和机会,长期下来学

生容易形成依赖心理,更不愿意自己再思考。教学模式的改

革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情境＋问题”的方式[2],从

情境中感知数学知识,培养学生善于学习的能力,以及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的方式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在思考中养成习惯,对接下来的学习

也是非常有效果。 

3 基于 HPM 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过程 

3.1 教师要预告学习内容 

基于HPM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时要结合接下来的学习

内容,提前向学生预告,让学生能够对新知识有一定的思考,

通过对新的数学内容的理解,感受数学学习的内容和历史

发展顺序,并在感受内容的同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3]。这

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前先对未知的知识产生困惑,

在困惑中突围,激励学生探索学习方法以。教师在预告学习

内容时要把握一项原则,即是在学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不能过于困难,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也不能过于简单,让学

生掉以轻心,对数学的学习劲头也会减小。比如在讲解极限

概念时,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历史上发生的数学问题,用学过

的方式计算无穷数据,增加学生的印象和,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 

3.2 师生重构思想方法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是遵循着数学史发展的顺序,

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已经接触一定的数学知识,形成相

应的结论性知识体系,但对数学产生的过程了解甚少,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一起重构数学思想方法,在学习数学史的

过程中对数学原理产生或发现的过程进行详细介绍,通过

重组的案例,帮助学生形成数学思想方法,提高学生对数

学原理的认识,在重构数学思想方法的同时加深对数学知

识的直观理解,以便于应用数学思想方法学习接下来的数

学内容。 

3.3 教师提炼系统知识 

在设计问题时结合数学史展,让学生能够逐渐深入到

数学问题中,提高学生对数学问题的理解。这就需要教师

有较高的数学素养,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提炼出相应的系

统知识,再逐步的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同时教师要以引

导者的身份,让学生自己先对数学知识进行回顾,再用现

有的知识构建知识体系,教师适当的帮助,让学生能够有

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在回顾和思考中对数学知识有更

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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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学生联系实际解决问题 

教师要引导学生联系生活的实际解决问题,这样更能

够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并在实践中更进一步的掌握数学知

识。只要经过解决实际问题掌握的数学知识一般都会长期

的保存在脑海中,不容易忘记,并帮助学生形成相应的思想

体系[4],对掌握其他的数学知识也有积极的影响。比如支付

宝复利和银行存款税率的比较问题,如果是在试卷上,学生

就觉得很难,但是转为实际问题来解决,学生就会有激情去

计算,这样就能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3.5 师生共同探索历史问题 

数学问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经常都会有多种,教师可以

和学生一起,探索数学历史上的不同题目,通过对不同解题

方式的探索,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比如公式的推倒。学生

在记公式时会觉得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麻烦,自己推倒的话

可能知识水平有限,缺乏信心,但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探索就

增加了学生的信心和学习的决心,在师生合作中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4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HPM视角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是培

养技术型人才的必然选择,通过改革创新了教学方式、教

学内容和评价体系,改变了传统的高职数学教学方式,数

学教学的侧重点也更加结合学生的实际来设计。改革后的

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有较高的数学素养,对数学相关的知识

系统有完整的认识,并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提高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5],有利于将掌握

的思想体系应用到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对学生来讲可能

会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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