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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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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高等数学实验”相关课程的设置值得借鉴。从
对比的角度反思东华大学“高等数学实验”课程的不足和差距，为提高学生的数学理解能
力和应用能力，以及今后数学实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方向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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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实验”课程是高等学校为迎接

21 世纪数学教学改革而开设的一门新课程。
我校( 东华大学) 开设该课程的宗旨是: 综合运

用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等知识，结合数学软件

MATLAB 的使用，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建模与求

解计算，运用计算机手段加强学生对于数学理

论的理解，增强学生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提高

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该课程分成若干个

实验，每个实验先复习相关的数学基本概念和

定理，介绍一些相关的 MATLAB 函数和指令的

使用方法; 然后在计算实验中介绍一些最基本

的数值计算方法和 MATLAB 函数指令的综合

运用; 最后是建模实验，介绍实际应用中的一些

典型问题的数学模型和求解过程的 MATLAB
实现。要求学生掌握数学软件的使用以及对实

际问题的建模与求解。

一、我校“高等数学实验”课程的现状和

存在问题

笔者作为我校开设“高等数学实验”课程

的第一任教师，连续任教这门课 10 余年，深感

该课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课程模式

我校开设该课程有两种上课模式［1］:

( 1) 分散在 8 周内上完，由 MATLAB 入

门、MATLAB 编程与作图、矩阵代数、函数和方

程、应用微积分、常微分方程、MATLAB 符号计

算 7 个章节组成。每周 4 学时完成一章内容的

教学，其中 2 学时教师讲解，2 学时学生上机练

习。考试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周。
( 2) 集中在学期末一周上完。
第一种模式看似节奏安排合理，每周学习

一章内容，7 周学完，第 8 周考试。但 8 周中很

可能遇上一次节假日，放掉一次课( 4 学时) ，那

整个课程的教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内容不减

少，要求不降低，6 周要学完 7 周的内容，难以

安排，最终只能以减少内容、降低要求来完成教

学任务。
第二种模式是集中一周( 5 天) 强化学习，

灌输的内容不易忘记，学生应付第 6 天的考试

颇为有效。但缺点是知识不易消化，特别是对

以前接触计算机不多的学生来说，要在 5 天内

完成该课程的学习( 32 学时) 具有相当大的挑

战性。这部分学生会学得很累、很浮浅，难以深

入理解该课程的知识。
2． 课程内容
以第四章“函数和方程”为例，在对上一章

的上机习题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讲解( 约 20 分

钟) 后，先简略介绍预备知识: 零点、极值和最

小二乘法，然后讲解函数零点、极值和最小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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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的 MATLAB 指令。其中需比较函数零点

的多条 MATLAB 指令，特别是在求非线性方程

组的解时，多个变量的向量表示法［2］ 是个难

点，该处的疏忽极易造成整个程序无法顺利运

行，因而该处需重点强调。另外，曲线的拟合是

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时常用的命令，而学生对数

据拟合的概念一无所知，因而需补充数据拟合

的概念。接着介绍多项式拟合，这部分内容学

生很容易接受，但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是这一

节的难点，讲解时花时颇多。整个第二节讲解

约需 40 分钟。一周 2 课时的讲解只剩 30 分

钟，要 在 这 30 分 钟 内 讲 完 第 三 节“计 算 实

验———迭代法”及第四节“建模实验———购房

贷款的利率和最佳订货量”两节内容是十分困

难的。由于上这门课的学生几乎无一学过计算

方法，要在短时间内理解迭代格式并掌握 New-
ton 迭代法的 MATLAB 编程绝非易事，而第三

节的学习对学生理解和掌握 MATLAB 编程有

实质性的帮助。同时建模实验也是该课程推出

的一个亮点，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四章的最后二节内容都

很重要，难以舍弃，但由于时间限制，最终这两

部分内容都只能匆匆带过。
3． 上机指导
我校“高等数学实验”课程为大班教学，每

班学生一般为 160 人( 分散模式) ，上机时通常

安排在两个机房进行，一位教师要同时指导这

么多学生非常困难，常常是不停地穿梭在两个

机房中，还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其效率可想而

知。而上机实验时遇到的问题若不及时解决，

势必会影响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因上

机指导人数太多而不能解答的问题只能留在下

一周课程中讲解，使得本来教学时间紧张的情

况雪上加霜。

二、昆士兰科技大学相关课程的教学

笔者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在澳大

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访问。在从事紧张科研的

同时，抽空走遍了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数学课堂，

调研了高等数学实验的相关课程，发现昆士兰

科技大学并无“高等数学实验”这门课，比较接

近的是“计算数学”课程。

1．“计算数学”课程简介
真实世界中的很多问题都无法求出它们的

精确解( 解析解) ，这意味着必须找出可以用来

求解的数值计算方法。另外，要能够用这些方

法解 决 现 实 中 的 大 型 问 题，必 须 利 用 诸 如

MATLAB 等计算机语言。昆士兰科技大学的

“计算数学”课程涉及计算方法的理论发展，同

时也介绍 MATLAB 的运用。该门课程的目的

是提供数值计算最基本的概念、计算技巧及编

程技术，以便解决真实世界的诸多问题。该课

程也是“数学建模”及“应用数学建模”课程的

前期课程。
2． 课程内容和安排
“计算数学”是把数值计算方法与实用数

学软件 MATLAB 结合起来学习的课程。每周 3
小时的讲课加上 1 小时的实践课程，共 1 个学

期( 13 ～ 14 周) 。课程内容和我校的“高等数学

实验”课程接近，但因课时较多，教师有充足的

时间讲清楚数值计算方法的理论。每周安排 1
小时的实践课程，该实践课程分成 3 ～ 4 个小

班，每班约 20 人，由博士生或教师指导。1 小

时实践课程中 30 分钟由指导教师讲解 MAT-
LAB 的知识，30 分钟学生上机练习。实践课程

的内容与该周的理论课内容相应。学生在理解

了数值计算方法的理论后学习相应的 MATLAB
编程，且因为上机是小班指导，每位学生上机时

都能得到指导教师的关注，遇到的问题也能得

到及时解决。

三、比较后的启示

在我校的数学课程设置中，偏重于“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考研课

程的教学。同样，对于数学问题的描述，偏重于

符号( 精确解) 演算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实际

问题中非常有用的数值计算方法始终处于从属

的地位，还未引起重视。我校本科生课程设置

中没有“数值计算方法”这门课程，学生只能从

非常有限的“高等数学实验”课程中了解一些

最基本的数值计算方法。如前所述，“高等数

学实验”课程也无暇顾及计算方法的理论，只

能教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 MATLAB 命令。笔

者常常遇到一些好学的学生，他们对数值计算

方法非常有兴趣，喜欢刨根问底。但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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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时间讲授相关知识，学生在

课余时间自学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笔者认为，

无论是理解数学思想还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

题，数值计算方法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坐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数学课堂上，笔者

最大的感触是，那里的教师教得悠闲、从容，学

生学得轻松、自在且兴趣盎然。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计算数学”课

程的设置对我校的“高等数学实验”课程的教

学改革有所启示。笔者认为，可尝试在“高等

数学实验”课程中开展分层次教学: 对有兴趣

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高等数学实验 A”选

修课，48 课时，教师课堂上有足够的时间讲授

数值计算方法的基本理论，且对掌握 MATLAB
编程也有实质性的帮助，这样可以弥补原先课

时不足带来的诸多遗憾; 保留原先的“高等数

学实验 B”，32 课时，B 课程可忽略计算方法的

理论推导，侧重于 MATLAB 的应用和建模实

验。另外，上机实验人数尽可能控制在 50 人以

下，可在本科生中的优异生或研究生中招聘助

教，这样将有效地提高学生上机的效率，上机操

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能得到及时解决，无需占

用宝贵的课堂讲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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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书名: 《现代服饰形象设计》
作者: 张 原 定价: 68． 00 元 书号: 9787566903594 开本: 16 开
简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化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修饰与装扮更期望展现社会内涵，寻
求更完美的魅力形象。现代服饰形象设计是彰显人类、体现自身社会价值与地位的一种行为方式。
该书内容涵盖了个人形象设计、服饰形象设计的发展历程，服饰形象设计的建构与形象管理，日常
服饰形象设计准则以及服饰形象创意设计方法等基础理论;同时针对个人身形观测和原型分析、个
人色彩分析及评定、气质性格倾向分析与个人风格及评定，详细介绍了服饰形象设计的主体设计内
容———服饰色彩搭配、内衣穿着艺术、服饰款式搭配、饰品搭配等方面的技巧;还对职业服饰形象设
计、休闲服饰形象设计、社交场合服饰形象设计、创意形象设计进行了风格划分及解读。

该书是一本偏重应用层面和实践环节的教材，着力于现代着装与形象的设计和创意的探讨，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强调知识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力图有所创新。该书可作为高校形
象设计专业、服装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从业人员的有益读物。

［资料来源: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 － 02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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