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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及教学理念和改革思路 , 介绍了该课程的教

学体系和内容 , 总结了改革实践的成绩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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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开设的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是我校 《合并

院校公共数学课程体系与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 的研究成

果之一 , 获得吉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 也是 “高等教育面

向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的重要研究成

果。吉林大学是在全国开设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最早

的学校之一 , 从 2004 年起 , 我校开始为本科生开设大学数

学的主干课程即微积分 、 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

配套的课程实验 , 结合教学内容 , 安排一定的上机实验 ,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的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

公共数学中的大学数学课程是高等院校非数学专业的

重要基础课程 , 也是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动

力的课程。提高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

在新形势下改革探索的问题之一。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 , 传统数学课程反映出的不足 , 多年以来教学内容 ,

方法和手段变化甚微 , 不能体现数学在科技和现实生活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 , 也未能充分结合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改进

教学的过程。

吉林大学自 2000 年合校以来 , 全校近 130 多个本科专

业 , 都开设了基础数学课程 , 为了适应新形式下的公共数

学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 , 我们在多年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 建立了包含七大类共 53 门课程的吉林大学公共数学教

学平台 , 在其中设立了 7 门公共数学课程实验 , 其中包括

大学数学 《微积分 I 课程实验》 《微积分 I I课程实验》 , 《线

性代数课程实验》 和 《概率统计实验》 以适应大学数学课

程教学的改革。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的开设 , 首先它为学生学习大学数

学课程 , 更好的理解 、 消化教学内容 , 起到了 “ 一支笔 ,

一张纸” 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 改变了由教师单向传输知识

的模式。它提高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 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在实验中能得到一定的发挥。因此 , 数学实验

有助于促进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其次 , 它通过实验教学的多个环节 , 逐步培养学生的

抽象思维能力 , 逻辑推理能力 , 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 , 让

学生了解和初步实践应用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全过程 , 并通过计算机和数学软件进行 “实验” , 实验的结

果不仅仅是公式定理的推导 、 套用和检验手工计算的结论 ,

它还反映了学生对数学原理 、 数学方法 、 建模方法 、 计算

机操作和软件使用等多方面的掌握程度和应用的能力 , 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第三 、 该实验的开设 , 使学生通过使用计算机及数学

应用软件 , 将先进技术工具通过实验引进教学过程 , 不止

是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 , 而且是作为解决数学问题的一

种途径。因此 , 有助于促进数学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让学

生掌握先进的数学工具。

改革思路:1.首先确定了 3 门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 学

时和大纲。2.编写并出版了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教

材 , 经过几年试用 , 已于 2008 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

版。3.20003年立项为省 、 校级重点教研项目。根据我校

的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 , 已于 2004 年分别在部分工科 、 理

科和管理学科开设了与大学数学的主干基础课程配套的

《微积分 I 课程实验》 《微积分 II 课程实验》 , 《线性代课程

实验》 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验》 三门课程实验。

二 、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的教学体系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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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 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吉林大学除

文科专业外的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正是针对这三门重要的基础课开设的。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包括 《微积分实验 I》 、 《微积分实验 II》 、 《线性代数实验》 、

《概率统计实验》 , 每个实验为 16 学时 , 0.5 学分。实验课

在每学期该门课讲到中期的时候 , 结合课程开始上本门实

验 , 实验在计算机房上 , 采用计算机代数系统 Mathematica

作为数学实验手段。内容包括 Matematica基础知识 , 基本

性实验 , 实验性实验 , 开放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通过实

验例题和习题的实验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教材内容 , 更好的

掌握数学方法的多样性和数学技术的实效性 , 使学生在大

学一 、 二年级能掌握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的基础知识。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特点:

1.与主教材的内容相配套 , 实验内容包括画图 、 几何

表示 、 计算习题。对于理解主教材的概念公式 , 定理更加

直观 、 清晰 、 明了。

2.实验内容广泛 , 实验例题和习题几乎涵盖了自然科

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 充分体现了数学来源的丰

富性 , 展现了数学应用广泛性 , 有些大问题分解成若干个

习题 , 能够培养学生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本课程实验通过 Mathematica 数学软件的使用使学

生能够通过基础性实验项目学习 , 会使用计算机 , 利用数

学软件的使用更好地解决学习大学数学课程的学习难点和

重点和一些习题的解答 , 使学生成为具有研发能力和较高

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

三 、 实验教学方法与考核方法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是通过实验来观察 , 分析 , 总结数

学中的概念 、 公式和规律 , 较系统地学习数学方法 , 通过

具体的解题来分析解决学习和应用数学知识和方法。本实

验的课程安排首先是结合该门数学基础课 , 根据教学内容

安排相应实验 , 使用数学软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验课程开

设 , 因为我们开设的课程实验是为大学数学课程相配套的 ,

为此 , 我们即单独开课 , 但学时又不能太多 , 起到与主课

的辅助作用。

本实验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 , 挖掘他们的潜力 , 我们建立了本课程的考核办法 ,

即实验课的出席记录 、 做实验作业的成绩 , 实验中的表现

和本实验的最后综合性实验开放性实验作业综合评定。 并

且规定只有在本实验成绩合格的前提下 , 该门主干数学课

程的成绩才能计入档案。

四 、 实验改革实践的点滴体会

从 2004 年开始开设大学数学课程实验至今 , 我校已有

五届大一 、 大二的本科生 (包括工科 、 理科 、 管理学科)

开设了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 经过几年的实验教学实践 , 取

得了较好成果。

1、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已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

我校已公开出版了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教材 , 公共

数学教学平台从 2003 年已加入这几门数学实验课程 , 实验

大纲经过几轮试用 , 已经确定 , 考核形式也已完善。

2、 该实验课的开设 ,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和初步掌握应

用数学知识和方法结局实验问题的全过程 , 通过计算机和

数学软件进行 “实验” , 实验的结果不仅仅是公式定理的推

导 , 套用和手工计算的结论 , 它还反映了学生对数学原理 ,

数学方法 , 建模方法 , 计算机操作和软件使用等多方面内

容的掌握程度和应用的能力 , 有助于促进在实际工作中非

常需要的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3、 为数学建模奠定了基础

学生通过数学实验课对数学的方法的理解 , 使抽象的

数学形象化 、 具体化 , 使学生参与到数学应用的实际中来 ,

初步具备通过 “数学计算” 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 为数学

建模课程和竞赛打好基础。

五 、 还应完善和加强的几点

1、 师资力量不足 , 硬件条件不够

吉林大学每届每学期本科生应上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学生一门课程应有 6000 余人 , 而实验每学期开 2 门 。每

门 16 学时 , 而实验时学生每人一台计算机 , 每次一组只能

上 30-60 人 , 这样需要一定数量的教师上课。而我校现有

的师资有限 , 另外 , 这样需要大批的计算机和机房 , 而我

校现在因学校的计算机房和计算机都不满足全校本科生开

设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 暂时还不能在全校所有应开的专业

开设 , 只能在部分工科 、 理科和管理学科中的学生中开设 ,

每学期 2600 人左右。我校会根据软 、 硬件条件逐步改善 ,

在全校逐步全面开设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2、 加强对教师数学软件应用的培养

今后应重视实验教师的培训 , 建立一支本学科一流水

平 , 结构合理 , 能够保持实验教学质量和发展相对稳定的

师资队伍 , 且让实验教师定期外出培训 , 掌握更多的数学

软件 , 学习先进的技术手段 , 形成既成体系由不断创新发

展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体系 , 以适应大学数学课程实验课程

的要求。

总之 , 我们会加强对实验教师的培养 , 加大对计算机

的投入 , 进一步完善 《大学数学课程实验》 的教学和管理 ,

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做更多的工作和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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