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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通过开设《分析选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编写出符合大专优秀学生实际的《分析选讲》讲义，优化了数学分析内容，改进了传统的

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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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课程是高师专科数学专业必修的最重要的基础课程，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中国

加入 WTO 对人才的需求，各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入学的数学成绩差距不断扩大。加

剧了学生数学分析学习能力的两极分化，给日常教学带来难度，为了做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我们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分析选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编写出

符合大专优秀学生实际的《分析选讲》讲义，优化了数学分析内容，改进了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开设《分析选讲》课程的动因 

1、培养人才的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中国加入WTO对人才的需求，各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相应生

源质量随之大幅下降，冲击最大的是高师专科学校，其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给各高校日常

教学带来难度，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于是各高校纷纷降低教学目标，这样既不符合教学规

律，又造成了一部分学生“吃不饱”的现象，为了做到因材施教，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有必

要且需要对这部分较优秀的学生补充讲授要求做到，但现在因学生难以掌握而改为不作要求的

内容和方法，以提高整个高师专科人才的水平。[1]
 

2、专升本以及考研，进入更高层次学习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近年来，各本科院校乃至研究生教育都面向大专生开放，纷

纷出台了招收专科生进入本科乃至研究生学习政策。为使部分优秀学生能顺利进入更高层次的

学习，亦有必要且需要对这部分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教授现在学生因难以掌握而不作要求的内容

和方法，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3、也是化解课程内部矛盾的需要[2]。 

由于学生整体水平的下降，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降低了教学目标，而且对同一问题的教学

时间也需相应增加，这就使教学时数与教学任务完成之间产生矛盾，为了化解教学时数与教学

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亦必需对现有的数学分析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调整。将数学分析的学习内

容分为必修部分和选修部分，必修部分是每一位学生都必须掌握的内容，选修部分是优秀学生

进一步学习的内容，因此，有必要且需要相应另行增加教学时数，以满足优秀学生最大的求知

欲。 
二、开设《分析选讲》课程的实践 
我们系于2000年起开始开设《分析选讲》课程，在高师专科数学系中开设《分析选讲》

课程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们在摸索中取得一定的成绩，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学生整体的数学

分析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安徽省历年专升本考试中各列前茅；并有部分同学考取了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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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研究生。 
1、从开始时的机械模仿到挖掘数学分析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编写适合大专优秀学生

层次《分析选讲》课程的讲义[5]。 

在高师专科数学系开设《分析选讲》课程初期，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模仿

本科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以及参考相关书籍。但因为本科开设的分析选讲课及有关书籍，主要

是为学生考研服务的，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讲得很吃力，但学生乃普遍感到力不从心。例如：关

于实数完备性的基本理论，是整个数学分析的基石，要学好数学分析及其后续课程，必须对其

来龙去脉及其证明弄清楚，但其证明繁杂而深奥，几乎所有的本科相关资料都劈出专门章节给

予详细证明。是掌握其证明过程还是弄通其思想方法？我们曾经多次争论，通过实践，我们认

识到，思想方法比纯理论证明更为重要，不一定要让学生在此总问题上下那么大的功夫，花那

么大的气力和时间，去“啃”大多数人“啃不动”的理论，而只需让他们了解、理解处理这些

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数学方法即可，而且弄清了思想方法，其证明过程也就引刃而解了。 
在教学我们深深地感到，决不能照搬照抄本科院校的相关课程及其教学法，而应根据高

师专科数学系学生的实际，挖掘数学分析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优化数学分析内容，自己动

手编写适合大专优秀学生层次《分析选讲》课程的讲义。这项工作我们从2001年开始，目前已

完成了讲义的初稿，并在以后各届中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充分挖掘数学分析课程知识，提炼课堂教学内容，加大课堂信息量。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的感到，学生在学习中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题，但从其

所学知识内容的总体来看最后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很好地全局把握所学内容，

应变能力差，究其原因是由于学生只一味地孤立看待每个问题，不能将所学内容联系起来作进

一步的归纳总结。因此，在《分析选讲》课的设计上，我们摈弃对课程内容的低水平重复，将

整个分析内容概括、综合、提炼、加工到不大的篇幅，既引导学生对该课程进行全面系统地复

习与提高，又注重对课程内容整体的融会贯通与深化，化繁为简，以简驭繁，化难为易，促进

学生对所学内容“由厚到薄”的转化，既将概念、理论进行归纳和提升，又尽可能做到将所学

不同概念、理论进行比较和区别，确保在规定的教学时数内讲完最核心的内容、方法与技巧。 
3、精讲教学内容，注重数学思想和概念，引导学生发现和掌握规律。 

数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关键是数学思想和概念的正确理解。许多学生由于对概念不求

甚解，做数学作业时，生搬硬套公式，一旦题目与公式有所出入时，就无从下手。因此，必须

改变教学策略，即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法，采用“以问题为中心，从研究中

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4。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很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终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目的。首先，教师按科学发现的思维过程（数学分析中早已

解决了的问题），将讲义内容设计成问题（对学生而言，即研究性问题）。研究，对学生而言是

一个再发现、再创造的过程：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方法去探索与发现；通过对研究性

问题的解决，实现知识的迁移，从而获得新知。最后，通过对新知识的分层应用来巩固和深化

新的认知结构。这样使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学中开发学生的认知

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发现信息、选择信息、加工信息，掌握知识，更新知识，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积极思维，自己思考，可能时引导他们自己得出某些重要的结论，如在进行微分中值定理教

学时，可通过对 Rolle 定理的三个条件的讨论和改造使之导出数学分析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Lagrange中值定理，再对该定理改造、讨论、转化可得达布定理、不等式形式中值定理、行列

式形式的中值定理等，推广又可得 Cauchy 中值定理。让学生直觉地感受到这些重要结论的形

成、建立，其实是自然的，即此人不建立，他人也会建立。这样，对学生来说，印象将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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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更牢固，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空间，自由地去

思考，去研究，去寻找结论。例如：对Lagrange中值定理的行列式形式定理（见华师大数学系

编《数学分析》上册 p、164）给出证明后，再讨论、推广，再讨论，再推广，在函数增多、阶

数增高的情况下，还能得出更漂亮的结果。这样通过模仿和讨论而举一反三，有利于培养学生

式运用这些分析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三、开设《分析选讲》课程的几点认识 
通过几年《分析选讲》的教学，我们深深地感到： 
1、在高师专科数学系开设《分析选讲》是时代的要求和需要。随着近几年教育事业的发

展，招生人数的增加，高等教育越来越大众化，许多学校数学系教师都比较紧张，使用大班上

课，因为学生的入学基础差距增大，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极分化现象，部分学生吃不饱，另一部

分学生又咽不下的尴尬局面，作为数学系基础课的数学分析的教学质量必然大滑坡，因此，在

高师专科数学系开设《分析选讲》课程是非常及时和有效之举，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和

现实的需要。它为我们系提高优秀学生的数学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使我系教学质量的大大

得到提高。 
2、《分析选讲》的内容、深度都必须适合所教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开始时我们生搬硬

套的选用本科教材，发现效果并不明显。同时我们还发现，即便是同是大学专科，其不同的届

别情况也不尽相同。于是，我们在学生一入学，便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进行摸底，当数学分析课

程教学任务完成后，便对学生进行分流，从本届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本届《分析选讲》的教

学目标，并在教学中进行调整，自编讲义，这样使我们的教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教学双方都

满意，取得了预期的目的，同时也为我们的本科教学提供了经验。 
3、“问题教学”是我们《分析选讲》的中心，它是我们培养学生科研意识、参与意识、

交流意识和钻研志趣的基础。大数学家波利亚曾经说过：“解题教学是数学教学的中心，而首要

的进行方法训练。”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通过提出问题（其实是数学分析中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分析问题（借助于观察、尝试、归纳、类比、联想、转化、找规律、找共性、找个性和做因果

分析等手段）和解决问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提高学生参与意识、交流意识、科研意识和钻研志趣。

部分学生还由此撰写出质量较高的学习心得及专题研究报告[3]。 
4、《分析选讲》课程的开设，大幅度提高了优秀学生的数学分析水平，增强了学生进一

步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许多学生进入本科学习后感到非常轻松，部分学生顺利考取了研究生，

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我系为他们开设《分析选讲》表示感谢。其次

也优化了学生的思维素质，较全面地发展了学生的各种数学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

力和钻研志趣精神。许多学生就业后相继成为单位的教学骨干和科研先锋。 
四、结束语 
在高师专科生中开设《分析选讲》课程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需要长时间进行摸索和实践.。特别是我校于 2003 年已升格为本科院校，现在的情况是本专并

存，我们既要开拓性的搞好本科教学，同时又要搞好专科教学。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所做的

一切严格说来仅仅是刚刚开始，我们愿与同行们共同研究，并以期能有更多的学校一起来进行

这一尝试，大规模提高高师专科数学系学生的数学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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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Cognition of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s Analysis Selected”  

in Teachers’ College 
Xiang Mingyin Ye Ming Fang jiguang Bao zihui zha zimi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uangshan College Anhui Huangshan 245021) 
Abstract: We have made research in the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what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by opening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s Analysis Selected” and we have 
edited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to excellent students in colleges, optimized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and improv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hich has obtained good 
teaching effects in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ies in thinking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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