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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s abstract and symbolic, which is a basic course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o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humanity”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in mathematics cour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alk, ask and study" on teaching is given and 
more meaningful 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n a new idea is provided fo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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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类课程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因抽象化、符号化在传统教学中学生普遍反映难
以理解和接受。在高校数学类课程教学中应广泛推广“人性化”的教育理念，对教学中“讲、问、研究”三
个环节给出了新的解释，提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和措施，为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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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职业高等教育的对象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更平等、开放

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追求个性，希望得到

理解与尊重，他们愿意展现自我，渴望真正参与教学，

期望受到教师的肯定。然而现阶段高等教育特别是数学

类课程教学还停留在相对滞后的教学模式下，“满堂

灌”、“一言堂”比比皆是，数学课成为教师的“独角

戏”，许多满怀信心与憧憬的学生走入大学校园，却在

低年级开设的数学类基础课程的学习中迷失方向，对数

学失去兴趣。而“数学技术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

要工具”，它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

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可见，数学教育者肩负着

重要的历史使命，当传统数学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时，作为高等教育的参与者，我 

们有必要与时俱进，在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同时，积极

转变教学理念、调整教学方法以顺应时代的更高要求。 

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应该提倡人性化的教育，因

为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性化的教育是一种真正“以人为

本”的教育，它把对人的关注放置于比对物的关注更为

显要的地位，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主动精神，人的个

性化发展视为崇高目的[2]。笔者尝试在数学类课程“复

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教学中引入“人性化”的教学理

念，通过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采用人性化的教学方法，

旨在开发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加强学生

数学素养的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得学生在学习

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变厌倦数学为渴望求知，甚

至产生对下一次数学教学的期待感。 

2 思想认识的转变——放下“师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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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学固守“师道尊严”，教师是绝对权

威的代表者，高高在上，与学生日常接触较少，特别

是高校教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学生与教师

之间缺乏沟通容易在教学中造成教师的本位主义思

想。人性化教育要求建构平等、民主、信任的高度融

洽的新型师生关系，这就要求教师学会“放下”，放

下面子，放下虚荣。教师不再是专制者，不再是简单

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启发心智的引路人，是共同攀登

知识高峰的同行者。只有做到“放下”，教师才会走

近学生，才能了解学生想学什么，从而引导学生怎样

去学；教师只有通过学生的反馈，才能了解教学的不

足与长处，从而改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不是

知识的“接收器”，教师只有了解他们的学习程度、

能力水平、心理特点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收

放自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地位是绝对平

等的，这种民主平等打破了师生之间沟通的障碍，使

得师生因交流而彼此理解，因理解而彼此赏识，因赏

识而关系和谐，从而在教学中形成了轻松，融洽，合

作的温馨氛围，使学生从主观上改变学习态度，这样

有助于知识的传授与领悟，以便教学过程顺利进行。 

3 教学方法的转变——创建“人性化”课堂 

以往教师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组织数学教学活动

时只考虑知识的逻辑体系，忽略了学生的兴趣和需要，

忘记了教育的对象是人，丢掉了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

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相信学生身上蕴藏巨大的

潜力，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启迪学

生的智慧，开发个体的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欲望，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形成以学生为主体

的课堂教学模式。笔者在“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

程中大胆实践，在“讲、问、研究”三方面体现了人

性化的教学特点。 

3.1 讲——打开学生的心智 

如果把数学教学过程看作是一场戏剧表演的话，

传统教学中演员只有教师一人，一人的表演难免单调，

难以做到时时精彩、处处高潮，教师虽费尽心机，学

生却无动于衷。假若我们改变思路，把主角让给学生，

学生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学生一旦有了兴趣和求

知欲，就能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积极地探索，就可能

自觉自愿地，甚至主动愉快地去学习。笔者连续几年

请学生来讲“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中重要的知识点

——复合闭路定理，起初担心学生能否接受这种教学

方式，如果达不到教学的预期效果怎么办，另外他们

只有把书本“吃透”才能清楚地将知识点讲明，这对

学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但事实上学生的表现超出想

象，他们态度积极，表现活跃。讲课中，有的学生思

维缜密，证明环环相扣；有的同学语言组织能力较强，

讲授娓娓道来；有的同学沉着冷静，面对学生的提问

和教师的质疑时不慌不忙，积极动脑，逐一解决。教

学中讲的人投入，听的人专注，讲的学生与听的学生

还不时互动，经常会为一个问题的认识展开激烈的讨

论，更让人欣喜的是有的学生没有局限于书本，不但

能抓住知识的要点阐明自己对定理的理解，而且在证

明定理时提出了大胆的全新的方法。 

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地给予学生自由

发展的空间，教师感受到了学生心灵的解放，看到了

具体的鲜活的人的个性，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快乐，

而学生在这种参与的体验中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能

力和潜力，学生的自信心、自主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增强了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内在动力。总之，学生收

获的，比我们期望的多得多。 

3.2 问——叩响知识殿堂的大门 

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设置问题，好的问题能激起学

生求知的愿望，产生期待的心理，强化学生的认知，

这是启发式教育的重要体现。但是笔者认为现代教学

方法中提问应该是双方面的，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回答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

许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教育家杨福家

教授认为“什么叫学问，就是怎么学习问问题，而不

是学习答问题”。因此教学中应提倡学生多问，学生

只有心存疑问才会积极思考，才会主动学习，所学到

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这里的“问”可以是教师答，

也可以是学生答，当然让学生提出问题，对于学生来

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教师要循循善诱引导学生

在读书的过程中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不要对书本知

识全盘接受，不能“书云亦云，师云亦云”，要善于

质疑，不能得过且过，稀里糊涂。另外在课堂上，要

营造一种鼓励学生提问的良好的轻松的氛围，尽可能

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要怕学生的提问影响教学的

连续性而对问题敷衍了事，更不能批评学生，这样会

损伤学生的自尊心，伤害学生求知上进的心理，降低

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所以教师一定要及时解决问

题并适度鼓励学生这种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

的精神与勇气。如果能做到学生的问题学生自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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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因为学生的问题一定会

具有代表性，而知识领悟相对好的学生帮助他们解决

了问题，这样不但可以让有问题的学生看见自身存在

的差距，促进其更加努力进取，对于回答问题的学生，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对知识进行了再认识，进一步强

化了知识体系，也增强了其自身继续学习的信心。 

在教学中笔者会留出一部分知识点不讲，比如“复

数域初等函数”，“复数域的罗比达法则”，由于学

生有实函数的基础完全可以考虑让学生自己读书思

考，鼓励学生相互提问回答，遇到学生解决不了的问

题，教师再启迪思维引导思路，澄清学生在认识或方

法上犯的错误，找出矛盾，解决矛盾，把科学的思维

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始终。理学大师

朱熹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

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教师在解答疑难问题时可以

进行反问，以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也可以再提出多种

思路以激发学生求异思想。 

3.3 研究——体味发现的奥妙 

人性化教育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研究型学习在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型学习把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问题表征阶段，即学生需要理解问题并表征问题，这

种表征依赖于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知识表征能力的

差异，最终导致认知结构的差异；第二，策略选择阶

段，即在明确问题后，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

假设并检验，形成最后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反

思结果阶段，即对整个思维过程进行检查，反思策略

是否合理正确，总结经验，并对认知结构进行必要调

整[3]。 

在教学中可以经常设计小的研究题目，要求学生

分组讨论，当堂给出结果或者布置课下查阅资料，提

出解决方案。比如在讲完复积分的定义后，学生延续

实积分的习惯很自然提出“复积分的意义是什么”这

样的问题，笔者顺势将这个问题作为研究题目布置给

学生。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利用已掌握的知识，运用

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综合、归纳等思维方法分

析问题，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达到“再发现”

科学结论的目的。这样能使学生在获得新知识的同时，

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学到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培

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和探索发现的创造能力，另外教师

还要强调学生在研究中要实事求是，认真严谨，帮助

学生形成科学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 

4 评价体系的改变——体现客观公正 

以往评价学生的方式就是考试，它是检查教学效

果的重要手段，对教学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因为考什

么直接影响着要教什么和怎么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传统考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存在的弊端更多。

主要体现在，通过一次考试就评定学生学习的好与坏，

忽视了学生平时的表现，不能客观准确的反映学生的

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更是助

长了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不良风

气，这种评价体系下培养出的学生只能是“高分低能”，

严重违背了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 

体现人性化的评价标准应该客观、公正较全面反

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结合“讲、问、研究”三方

面的平时表现，考核形式也可以灵活多样，比如开卷、

闭卷、写研究报告等等。笔者在“复变函数与积分变

化”课程考核时，平时上课表现（包括讲、问、研究

三方面）占 15%，各章测试平均成绩占 10%，研究报

告占 5%，期中开卷考试成绩占 10%，期末闭卷考试

成绩占 60%，满分 100 分。考试试卷主要体现记忆性

的内容和方法，技巧性的计算与证明，发挥和创新性

的试题内容也是必不可少的。 

教学不单纯是知识传授的过程，更是教师和学生

心与心交流的过程，教师处事的态度与方法，为人的

言和行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比如教师在教学中遇

到学生违背课堂纪律时，言辞激烈的批评不见得能把

“教育”深入人心，“心平气和”也许才是恰到好处。

这样既做到对学生说服教育又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

序，既尊重学生的人格又不纵容学生的不良行为。正

所谓教书意在“育人”，教师的威望也不只是通过知

识传授更应该以人格的力量显现出来。 

“闻道有先后”，教师只是知识的先知者。当教

师认识到这一点，从高高的权威的神坛上走下来，走

到学生中间时，才能在教学中做到尊重学生的人格，

相信学生的潜力，肯定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改进教

学的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相长中真正体会到育

人的快乐，领悟到“教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充满

人性的艺术”。总之，高校数学类课程的教学呼唤人

性化的教育理念，只有这种思想才会营造更宽松的氛

围，提供更和谐的环境，激发学生对数学的热爱，当

然在教学中还需要广大的数学教师对这种思想不断的

探索与实践，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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