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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地方高职院校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学习《高等数学》的主要困难

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后续教学改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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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等数学作为各个理工科院校的专业基础课,为后继课程

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

思想与方法。而且也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自学能力以及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素材,而这些是其他专业课程所无法替代的。但是在当前

的教育形态下,我们面临好多问题,比如数学的“无用论”、枯

燥、和专业课程学习脱节等等。作为新建的甘肃有色冶金职业

技术学院,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源的快速变化,学院面临的

学生基础差、知识结构不同、喜好程度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

学生文理兼收、课时缩减、以及传统的数学教学各专业统一目

标、内容、进度,使得有的专业学生不够用,有的“消化不了”

等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建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高等数学》

状况,我们对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2016级开设《高等数

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而问卷调查内容将从个人、教师、

教学模式、教材、考核方法五个方面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分

析研究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困难原因,而这些因素都可能

成为影响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主要困难原因。 

1 调查过程 

我们这次调查的对象是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2016、

2017级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的全体学生,调查时间是2017年5

月,共发放问卷调查报告1697份,回收1665份,回收率为98.11%,

填写完整的有1660份,问卷中共设置24道题,主要以客观题为主,

后一道题设置了主观题,数据处理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方式[2-3],

问卷调查采取不记名的形式。使用的教材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由武

术胜、郭秀清主编的《高等数学》。 

2 学生自我评价 

对于《高等数学》的学习你感

觉

很轻松 6%

能接受 20%

难度大,不适应 62%

根本听不懂 12%

在去年的《高等数学》学习中,

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

高中基础不好 14%

没兴趣不想学 42%

太难,学不懂 4%

学习环境不喜欢 14%

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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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你对《高等数学》感兴趣吗？ 

通过上述图表不难发现,对于《高等数学》的学习,只有

6%的同学感觉很轻松,20%的同学可以接受,而 62%的同学认为

难度大,不适应,整节课中听懂 80%以上的仅仅有 10%,这说明

对整体学生而言,《高等数学》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同时我

们不难发现2016级、2017级学生对《高等数学》这门课程的

学习兴趣比例基本不变,但是不感兴趣的学生在不断增加,这

对《高等数学》的教学提出很大的挑战,其实不仅高职院的学

生和老师面临这样的问题,其他本科院校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每年的考研也是好多学生《高等数学》 困难的一门科目。14%

的学生认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高中基础不好,42%的学生认

为没兴趣不想学,这说明将近一半的学生没有兴趣,而兴趣浓

厚的学生非常少,恰恰兴趣是学习 好的老师。 

3 关于《高等数学》的认知度 

你认为学习《高等数学》之后

对你自身的作用如何?

没有作用 6%

有一定作用 58%

作用很大 14%

不知道 22%

你认为在高职院校学习《高等

数学》重要吗？

非常重要 20%

重要 42%

一般 26%

无所谓 12%

你认为《高等数学》课程和你

的专业课程紧密度如何？

联系紧密 10%

有一定联系 62%

没关系 12%

目前还不知道 16%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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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发[2014]35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国发[2014]19 号),2014 年开始实行高职推免招生以

及中高职“3+3”分段培养,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在解决了生

源数量的同时,生源的质量也变得不乐观,高职院校学生普

遍面临学生基础差、知识结构水平不同、文理兼收等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对这一学生群体教学规律的研究,以

便他们更顺利完成学业。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自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学习数

学,却从来不知道数学将用在哪里？缺乏和现实的联系性,

以致学生失去信心和学习兴趣； 

(2)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通过数据显示,只有 8%的学生

大多数时间是在认真听课,很少有人做笔记以及独立完成作

业,课后花在《高等数学》学习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课后很少

讨论数学问题,学生主动去图书馆翻阅数学资料或者作业当

中出现的问题的学生占 12%。而这些数据正好说明我们学校

学生的学习习惯非常不好,仅仅靠课堂时间来学习高等数学

远远不够,而大学学习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3)《高等数学》课程自身特点,高等数学本身枯燥无味,

和其他课程相比较更缺乏趣味性和实用性。 

7.2.以后教学需解决的问题 

(1)授课内容丰富多样。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

的穿插一些数学史、数学文化[5]的起源和延伸、数学典型案

例、数学家研究某个问题的历程作为知识拓展,这样可以拓

宽学生的知识层面,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学生的“三观”理念,逐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提高其终生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结合目前学生的

学习状态,学习效果和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事物,为学生

讲解数学与生活、做人之间的联系,打破学生原先的数学“无

用论”的思想,让学生明白原来数学不是独立存在的。 

(2)授课方式多样化。打破传统的教师“灌输”式的教

学方式,通过团队学习[6]来激发学习兴趣以及训练他们的团

结合作能力。可以精选一部分学生很容易理解的内容,组织

学生提前预习,课堂分组讨论,当然教师一定要合理安排小

组,将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放在一起。 后采取竞赛的形式

进行各个小组汇报, 后的小组成绩作为一部分平时成绩。

通过团队之间的相互学习,促进他们对不懂的问题去图书馆

或者网上搜集资料,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从而

体现出“联系实际、注重创新、提高素质、体验数学、训练

思维”的特色。 

(3)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60%的学生认为上课板书和多

媒体一起使用效果好,这使得教师应该多学习和研究现代化

教学的方式,在课堂中采用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手段,创设

数学情境,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的立体感、真实感、动画性

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帮助学生建立形象直观的认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高职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的任务。因为高等数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记忆几

个公式和定理,而是要让学生学到数学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

法。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和学生一起努力,相信通过双方的努

力一定可以学好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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