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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education system,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 teaching is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skills of higher mathematics, and the teach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ove teaching goal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e lack of optimization and training path for practical talen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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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视野下的高等数学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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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则是注重学生的高等数学实
际操作及应用技能，其中的教学体系是为以上教学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缺乏对实用性人才的优化培养路径。论文针对高等数学教学体系的要求以及现状进行分析，探索培养高等数学教学的创新性
及创业能力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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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应试教育影响，忽略了高等数学快速

发展与目前的教学体系脱钩的问题，行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具

有一定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也是衡量毕业生自身能力水平

的重要指标。在这种社会需求及教育理念背景下，应结合高

等数学教学的特点，应该注重重构高等数学教学体系，将培

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作为重要的教学指标 [1]。

2 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长足性进展，

但是前期的发展过于粗犷，忽略了行业的自我能力精细化提

升，当前科技正处于爆发阶段，保持国家发展以及行业生命

力的重要原则是注重改革与创新，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

前教育领域中公认的重点。如今的社会发展形式引导着中国

的教育工作朝着现代化多元化方向转变，注重教学质量提升，

扭转教学重心，不再是以往的硬性知识传递，而是要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将教育应用成果运用到教育实践环节当中来。

高校是中国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重要基地，学生们的传统

学习方式过于强调理论知识传递，因此常常与工作实践有所

脱节，而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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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进行融合，并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创造，根据学生的实

际需求构建课程体系，对于教育优化、教学评价改革都大有

益处。高校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重要摇篮，因此高等数学课

程的教学目标也是培养具备数学专业素养以及实际操作能力

的学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完成基本的科目学习，也能

够通过高等数学与实际的生活学习相关联，注重高等数学技

能的实用性。高等数学必须注重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培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构建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等

数学教学评价体系，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2]。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数学教育应注重人才的应用范围

以及实践能力，因此要注重基于创造创新能力需求背景下高

等数学教学体系的建立需求。

一方面，教学体系要对学生的全方位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实践，并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的教

学任务，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能力，才能更好地制定教

学计划。另一方面，当前高等数学更新迭代非常快，因此高

校应充分了解社会及市场的实际需求，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

技术，还要注重学生全方位综合能力的提升，以此适应当前

的社会发展形势。此外，还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让学生能够保持对市场的敏感性，通过不断地自我学习和自

我提升，获得更多的核心竞争力。

3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下的高等数学教学体

系建设思路

3.1 坚持教学体系构建的科学化原则

虽然高等数学发展较快，但是教学体系的构建不能仅凭

空想象，而是要根据教育培养对象、教育培养目标以及未来

社会需求等多个方面构建技能知识素质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秉承科学谨慎原则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各项指标的含义不能

模糊不清，而是要有明确的指向性，也要注重各项指标之间

的交叉，不能让互相之间产生冲突。另外，在教学体系构建

过程中，有些因素可以用数据量化，有些因素则不能用数据

量化，相关教育工作者应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探讨与思考，保

证教学体系的公正性、透明性，也鼓励多方进行参与为体系

的科学构建献计献策。

图 1 函数对比图

以图 1 为例，通过多种图形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深入理

解在 0 的附近，用级数的部分和来近似代替 ex，那么随着项

数的增加，它们就越来越接近 ex。对于学生提升高等数学知

识应用能力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助力创新创业教育。

3.2 注重教学体系构建的导向性原则

高等数学教育应该脚踏实地、不能急于求成，在构建高

等数学教学体系之前要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教学能力进行

充分的评估，认清教学目标，以一步一个脚印的原则进行教

学改革，既要提升高校自身的教学质量，也要将创新创业能

力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

一方面，导向性原则要在具体的指标设定上增加学生的

创业创新能力要求，让教学更有目的性；另一方面，教学过

程不能完全固化，而是应该以动态的方针进行及时调整根据

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情况不断的进行优化与完善。

这样才能更好地制定下一步学习目标，也能防止教学体系标

准过高造成学生无法完成的窘境 [3]。

3.3 优化高等数学课前教学资源设计

为了能够将高等数学课程质量提升，教师应针对学生的

实际学习情况以及学习特点进行多样化的教学目标探索，在

选取教学资源内容时，要更多地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在学生

已掌握的基础知识方面进行拓展，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

式帮助学生夯实基础、做好学习资源设计 [4]。另外，教师也

应该注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的微视频优势，有目的性的帮

学生进行整合知识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作用。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其中的积分与公式的运用方式进行

微视频制作，但要注重视频的短小精悍，体现其能量密度，

在短时间内抓住学生眼球，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各个公式与

积分的讲解，过程中可以分散为 3 至 5 个视频内容，这样不

会引起学生的学习疲劳感，同时学生在课后也可以将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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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下载，充分利用自己的课后时间进行观看和学习 [5]。

以表 1 为例，通过微课将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求通

解的知识材料进行整合，能够让学生随时进行学习，对于提

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助推创新创业

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表 1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3.4 探索高等数学课中教学活动设计

首先，高等数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设计教学节点，保

证教学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让学生与教师之间架起良好的

沟通桥梁，帮助学生实现知识转化，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学习主观能动性，将课中教学活动与课前教学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

其次，教师在课中教学活动设计后，要注重学生的学习

任务以及学习信息反馈，采用网格化的教学管理模式，让学

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了解理论知识的运用，同时也可以观察课

中学生的学习反应，有目的性的进行内容调整，与学生之间

形成良性互动，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形式为学生进行示范，

让学生掌握更多的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内容。

最后，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未来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更

加多样化，因此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针对某

个主题内容可以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

充分讨论，以此产生思想上的碰撞。这也可以根据相应的素材

内容让学生自己确定主题，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引导作

用，更多地激发学生的主观学习意识。但是，教师要注重学生

的学习方向，如果发现学生的学习方向有所偏差，要及时进行

纠正和补充，更多地为学生进行答疑解惑，也要与学生进行深

入的主题内容探讨，培养学生的多方合作精神 [6]。

4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培养方式过于古板，忽

略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相关的工作者应认识到高等数学

的实践应用能力以及社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建立科学高效

的教学体系，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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