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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文科大学数学教学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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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 高职高专文科大学数学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主张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改革考核方

式，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高职高专；大学数学； 教学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显现。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人文科学专

业也面临着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文科人才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数学以其应用的广泛性和育人功

能的特殊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因而越来越多高职高专文科专业开设了大学数学课程。  

  通过多年的努力与实践，高职高专文科专业的大学数学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解决

好这些问题，将有利于素质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高职高专文科大学数学教学的现状  

  1、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对文科专业开设大学数学的重要性及目的，教学管理部门、学生、教师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误区。一是认为

文科生毕业以后，所从事的工作几乎用不到数学知识，即使用到，有初等数学的知识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在大学阶段开设

数学课程。既然开设了，也没必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学习和进行教学研究。二是认为数学作为公共课，对各个专业都是重

要的。无论文理专业，都可采用同样的方式、方法进行教学和考核。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工作中的偏差，致使文科大学数

学教学中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教师教学缺乏热情，学生学习缺乏动力”。  

  2、针对性不强、忽视能力培养、教材处理随意性大  

  在文科大学数学教学中，以下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无论文科哪个专业，大学数学教学

总是千篇一律，只体现“共性”，没体现“个性”，针对性不强。二是认为越是“讲多、讲全、讲细”就越好，只注重传

授，不注重能力培养。造成“容量大囫囵吞枣，满堂灌兴趣不浓”的现象。教师辛辛苦苦，学生收效甚微。三是对教材的

处理上，存在着随意增减课时、随意增减教学内容、随意降低或提高教学要求的现象。  

  3、学生畏难心理重，学习方式欠佳  

  首先，文科生与理科生相比，数学基础较差，绝大多数学生有“数学恐惧”心理。认为数学难学且枯燥无味，自己天

生不是学数学的料，在数学学习上下工夫，无疑是多花时间，白费力气，只求考试过关即可。因而在大学数学学习上处于

被动状态，没有学习兴趣。  

  其次，学生因受文科学习方法的影响，思维方式上倾向于模仿，偏重形象思维，习惯机械记忆。学习中常有“上课记

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他们对有模式的解题方法掌握教好，如判别函数增减性、求极值等；而对灵活

多变的解题方法掌握困难，遇到问题往往不知所从，如求极限、求不定积分等。  

  上述现状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没有正确认识文科开设大学数学课程的重要性，没有真正明确开设目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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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思想。二是没有建立与文科各专业相适应的完善的教学体系。三是教师缺乏教学研究，没有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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