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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实际阐述了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以及思维方式，都有利于对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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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有利于对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能使数学更易于理解 

和记忆。数学思想方法不但对学生学习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而且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 

思维习惯，为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参加社会实践打 

下良好基础。传统的数学教学存在着重结论、轻过 

程，重技巧、轻思想的弊端，束缚了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在大力提倡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今天，每一位数学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站在培养 

跨世纪人才的高度来改进数学教学，用现代数学观 

指导教学。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注重思想方法的 

有机渗透，如概念的形成过程，结论的推导过程，方 

法的思考过程，问题的发现过程，规律的被揭示过程 

等等，都蕴涵着向学生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极好机 

会。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有目的地结合数学知 

识发掘、提炼、归纳、概括数学思想方法，使传统的知 

识型教学向能力型转化。数学分析中的极限理论充 

满了辩证的思想方法，极限概念中的 一N和 一 

形式定义中，扮演主要角色的s具有二重性，即 的 

确定性和任意性，深刻地反映了静与动，曲与直，有 

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有机地将初等数 

学与高等数学结合起来。在进行极限概念教学时，应 

注意联系实际，展示极限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极限 

法思想的来龙去脉，这不仅是搞清极限概念的需要， 

也有助于建立正确的数学观念，使学生在获取知识 

的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加深对高等数学知识的理 

解，认清当今是变量占主体的时代，而研究变量的最 

基本方法是极限方法，从而深刻体会到高等数学的 

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数学思想方法作为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已日益 

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数学思想方法不仅是数学 

的精髓，更是数学教学中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 

教师只有努力提高自身数学思想方法的素养，通过 

数学教学教会学生数学思想方法，才能有效地提高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二、在教学中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的过程 

数学问题的解决，是按照一定的思维对策进行 

思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运用抽象、归纳、类 

比、演绎等逻辑思维形式，又运用直觉、灵感、联想、 

猜测等非逻辑思维形式来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法。事 

实上 ，高等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有许多都是宏观方 

法，要求学生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具体 

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解决具体的数学过程，实质 

上就是创新的过程。 

变量替换法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有十分广泛的应 

用，通过作变量替换，使问题由繁变简，从而达到化 

未知为已知的目的。 
，+∞ 

例 上 
解，是广义积分，形式地作变量替换： 

萋 ：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优化理论与算法的研究。 作者简介：王彩玲(1972一)，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优化理论与鼻 朝针咒。 
88 



 

互  

，=上 

(令 =詈一Ⅱ) 

=  
sin,u ( )： 

所以 

2， ： 2
．

sin~u +cos=
．

ud ： 7／" 即，： -J一 伸一 
一  H  ■ 一  ． 

sin u +C0$ Ⅱ Z 4 

如果不用变量替换法，此题难于求解。 

在解决有些数学问题时，需要在已有知识、经验 

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发明、创造。数学上有许多类似 

的问题，如变量代换、设辅助函数、用补线或补面的 

方法计算第二类型曲线积分或曲面积分等都要求对 

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三、非逻辑性思维的教学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的培养 

非逻辑性思维是未经一步步分析，没有清晰的 

步骤，而对事物间的领悟、理解或给出答案的思维。 

非逻辑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其直接性、突发性和创造 

性。对学生非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形成学生 

思维的广阔性、思维的灵活性、思维的批判性以及思 

维的独立性，从而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产生。在 

数学教学中，反例的构造是非逻辑性思维的具体运 

用。众所周知，在数学上要确立一个命题为真，必须 

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给予严密的证明，而要说明 
一 个命题不真，却要找到一个反例即可。例如，可以 

证明当一个函数可微时，函数一定连续，可以举例Y 

=I I在 =0点连续，但却不可微。 
1 ，’ 1 

例子lim(专+专+⋯+ )=÷，说明无穷个 
IH  n n 二 

无穷小之和不一定是无穷小 。可见，恰到好处地引 

用反例，可以加深理解基本概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学好数学的前提。 

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之一是用有限来表示无 

限，例如极限概念中的不等式I )一A I<8，表面 

上看是一个不等式，实质为无限多个不等式，只要 

时 )以A为极限，即当 ∈ ( ， )时，式 

子I，( )一A I< 总成立，这既是发散思维，也是非 

逻辑性思维的具体体现，非逻辑性思维的广泛运用， 

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 

四、更新教学形式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 

培养 

传统单一的满堂灌、保姆式的课堂教学形式容 

易养成学生对老师的依赖，不利于调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更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因此，要 

想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有所突破，必须打破 

原有的单一教学形式，探索和尝试一些行之有效的 

新的教学形式。近年来，我们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有意识地尝试了不同的教学形式，将多种不同的教 

学形式进行了优化组合，力求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的积极性，培养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以及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结果不仅 

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收到很 

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可将课堂教学分成三种形式：讲 

授课、自学课和探索课。对概念性较强和理论性较强 

的内容，可发挥讲授课的长处，由教师通过启发式教 

学讲清、讲透，特别注重教学中蕴涵的创新思维方法 

的传授，以便开启学生智慧、激发学生创新欲望。对 

于应用性较强的内容，可以考虑用自学、学生讲课和 

教师总结相结合的办法，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 

能力。 

在教学的过程中，数学教师应充分利用数学自 

身的特点、解决数学问题方法的特殊性，有意识地引 

导、启发、培养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使学生能够主动地提出新的见解和新的方法， 

使他们逐步具有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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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filtration of mathematical ideation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method of solving higher ma thematics and way of 

thinking，all ofthese can be made use of fostering the student’8 ability to blaze new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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