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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数学表达形式抽象，逻辑性强，学习难度系数高，对于

文化基础较薄弱的中职升本学生，学习难度更大。为了帮助中职升本学生学好高等数学，本文以北部湾

大学中职升本学生为例，分析了中职升本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现状。提出与专业内容链接、融入数学文

化及数学思想、融合多媒体技术、改革考试评价体系等改革措施，为中职升本院校的高等数学课程改革

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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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Mathematics is a very important basic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has a lot of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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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ct expression, contains a lot of logical inference, and it is hard to learn well, especially for gra-
duate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ith weak cultural founda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m 
learn advanced mathematics well: taking Beibu Gulf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learning of graduate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We throw out 
some innovative reform measur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linking with professional content, in-
tegrating mathematics culture and mathematics thought, integrating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ex-
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other institutions, which makes curri-
culum reforms for graduate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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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普通本科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

作的通知》(桂教职成[2012] 76 号)，文件规定，符合报考条件的中职毕业生由中职学校校长实名推荐，

通过参加招生院校的考核后，根据志愿和投档情况被高校择优录取。广西从 2013 年起开启中职升本对口

招生工作，截止 2021 年，区内本科院校招收中职优秀毕业生达 1 万多名。北部湾大学从 2014 年开始本

科对口中职招生，7 年来，招生人数共计 1000 多名，涵盖了电信、化工、营销、物流等专业。作为基础

课的高等数学课程如何全面系统做好中职升本学生本科阶段的基础学科作用，体现服务专业课的目的，

成为高等数学教师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北部湾大学中职升本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的实践，

分析了中职升本学生高等数学教学的现状，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方面尝试做一些探讨，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 

2. 中职升本学生高等数学教学现状分析 

中职升本学生是中职毕业生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学习的一个新群体，他们没有高中阶段文化基础的学

习，但已接受了三年的职业教育[1]。中职院校数学课时设置较少，内容较浅，中职升本学生的数学基础

普遍薄弱。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在本科阶段高等数学的学习。从北部湾大学 2020 级市场营

销专业中职升本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来看，22%的学生不及格，60~69 分的同学占 24%，70~79 分的同

学占 16%，80~89 分的同学占 30%，90~100 分的同学占 8%。可以看出，中职升本学生高等数学学习效

果不尽理想。笔者通过中职升本高等数学的教学实践，发现中职升本学生在高等数学学习中存在以下问

题。 

2.1. 学生对数学学习定位不准，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中职升本学生普遍基础较差，认知水平有欠缺，逻辑思维水平也不高，在数学概念理解方面存在不

小的困难。他们大多认为之前所学的数学知识已够用，本科的数学课程晦涩难懂且没有实际用途。学习

数学纯粹为应付考试，学习态度欠佳，从而增大了数学教与学的难度。不少同学存在投机心理，没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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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数学学习习惯，课前不预习，课上不做笔记，课后抄作业，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 

2.2. 当前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与学生专业知识脱节 

现阶段的中职升本数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参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而忽视了中职升本数学应用能力与职业性的培养[2]。中职升本的学生面对与普通本科生类似的高

等数学学习内容，往往难以适应。北部湾大学目前采用的层次教学中把高等数学分为 A、B、C、D 四个

层级，其中理工类为 A 或 B 级，经管类为 C 级，中职升本为 D 级，由于目前尚未有专门为中职升本学

生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高等数学 C、D 均选用吴赣昌主编的《微积分》作为高等数学教材。教材的选

用除了在内容上与中职数学衔接性较差外，也没有体现出服务中职升本专业的教学特色能力，教学内容

与专业要求的现实脱节。这种脱节使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感到迷茫，使数学不能在学生所学专业的其他

学科中充分发挥工具作用。 

2.3. 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古板，不够灵活 

目前我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多还是以教师、教材为中心，采用传统的黑板教学授课方式。对于数

学问题的引入、分析及推理，板书的一书一停有助于学生紧跟教师的思路，这是传统板书授课的优势。

对于普通本科生而言，由于接受了高中阶段的教育，学生适应度比较高，但是中职升本学生较普通本科

生基础差，教师需要占用不少课堂时间帮助学生补习如基本初等函数等的基本知识，但教学大纲规定的

内容又必须讲完，然而课时受限，最后只能加快教学进程以完成教学计划，这样一来部分学生又跟不上

进度了。此外，中职升本学生普遍个性较为张扬，自我管理能力较弱，课堂纪律较差，也较容易分心，

采用板书授课方式太过单一，授课效果不理想。 

2.4. 考试评价体系不够合理 

我校中职升本高等数学课程对学生的考核构成与普通本科生相同，均为平时成绩 40%，期末成绩 60%。

平时考核一般要求学生按时上课，按要求交作业，期末考试则大多以基本概念和公式的简单应用考察为

主，较少结合学生专业的应用考核。然而，中职升本学生的培养应更注重于应用和实践，而且他们的数

学基础较为薄弱，因此，考试的评价体系一方面没有体现出中职升本学生对于数学的运用能力，另一方

面，不能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学习的态度和获得的进步等过程指标。 

3. 中职升本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面对抽象难学的高等数学课程，结合中职升本学生的特点，笔者认为重树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是引领学生学好数学的根本所在。 

3.1. 中职数学与高等数学知识的衔接及数学史的引入 

数学的教与学是系统性的，要学习高等数学，需要打通中职数学和高等数学的教学障碍，整合教学

内容，保持数学知识的连贯性。高校数学教师对中职数学的学习内容在系统认知上还是有所缺失的。教

师需要加强与中职院校相关教师的交流，更准确地把握中职升本学生的学习习惯、知识水平。只有建立

了中职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知识联结，学生才能更好地进入到高等数学学习的状态，从而建立起“我

能学好”的信心。另外，由于学生学习高等数学之前所具备的数学学科知识能力较低，严谨的数学知识

表述及运算很难让学生去接纳，所以高等数学的教学更应该注重对其学科素养的培养，让学生了解高等

数学的起源与实际问题的关联，让学生从故事中去体会高等数学的美，激发其对高等数学的认同感。比

如在学习导数与微分时，通过微分学起源的导入有利于增强学生对学习导数的认同感。事实上，16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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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眼镜制造商里帕席发明了望远镜，推动了开普勒在 1619 年发布了最后一条行星运动定律，也推动了

光学的研究，但是望远镜的光程设计需要确定透镜曲面上任一点的法线，这使得求任意曲线的切线问题

变得不可回避；1638 年，伽利略建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动量定律等，为动力学奠定了基础；他认识到弹

道的抛物线性质，并断言炮弹的最大射程应在发射角为 45 度时达到，这时确定非匀速运动物体的速度与

加速度使瞬时变化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国数学家、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安德烈•韦伊说过：“学

生必须认识到，数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科学，假若对它的历史背景没有一些了解，要真正理解它是

不可能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寻找它们互相渗透时逐步发展的线索。在课堂上干巴巴讲述知识远远不如阐

述隐藏在这些知识背后的主要思想来得重要。应该指出，数学研究是一种知识的套索。除非让学生感受

到伟大的智慧发现的激动人心，不然他会失去对数学的兴趣……。”[3] 

3.2. 中职升本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进行对接 

对于中职升本专业，高等数学更倾向为一种服务专业课的有力工具，在中职升本高等数学的讲授过

程中，离不开与专业的结合。目前适用于中职升本的高等数学学习资源较为缺少，所以教师在备课前应

该先了解学生所学专业的知识与高等数学的联系，邀请相关专业课教师参与教学研讨，共同确定高等数

学中哪些知识点与学生专业结合紧密，根据专业内容设置教学计划的重点，比如学习物流专业的学生可

以更加倾向数学代数方面的相关知识，营销专业的学生，对概率统计方面的知识需求更多。 

3.3. 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深度融合 

在 2030 年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规划下，国家提倡通过人工智能、互联网来发展教育，越来越多的

学校在课堂教学上尝试科技与课程的融合，进行教学创新。中职升本学生专业需求重在数学符号的理解

以及数学公式在专业问题的运用上。对于定理、公式的推导可以进行适当弱化，弱化不是随意删减，就

必须在短时间段内展示完整的理论内容，这时多媒体课件就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对于思维逻辑的展现，

板书过程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基于多媒体教学的利弊，我们提倡采用混合式多媒体教学的模式。例如在

讲解定积分的概念时，要写出定义中的“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的全过程，若是只采用传统的板

书方式，则会消耗更多课堂时间，影响教学进度，而且黑板作图时效果不如多媒体课件展示直观清晰。 
除了多媒体课件的引入，还可以依托 QQ、微信、腾讯课堂、慕课、微课等媒体社交软件，建立学习

交流群来实现在线互动交流。对于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学生，也可以借助相应的慕课课程任意时间任意点

再学习，也作为课前的一个预习内容[4]。 

3.4. 讲练结合，注重实战 

学习数学，练习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中职升本学生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且与课堂讲授内容配套的

练习题，加大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的力度，在不断的练习中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教师通过

学生的做题情况，针对学生易错题，设计反例题，强调知识点，及时帮助学生扫清知识障碍，使学生更

好更快理解所学内容，掌握解题技能，提高解题水平。 

3.5. 建立科学的数学评价体系，改革考核方式 

通过文献[5]的启发，认为学生学习考核应加大平时的考核力度，更多地关注学生知识获得的过程。

考核成绩应该包括：第一，考勤成绩：10%，由学生到课情况决定；第二，作业成绩：20%，每次作业按

时完成，作业中体现自己的思考；第三，小组合作成绩：15%，建立学习小组，小组中能互相帮扶措施，

促进共同的进步，提出数学问题，解决数学问题，并上交学习报告或者完成与数学相关的活动报告；第

四，期中考试及随堂测试成绩：25%；期末考试成绩：30%，考试题中适当加入与专业结合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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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北部湾大学中职升本高等数学的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在高等数学与专业知识的衔

接、课堂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起到一定的借鉴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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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实践(2017JGB410))。 

参考文献 
[1] 徐晓红. 对中职升本学生培养方式的几点思考——以梧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J]. 科教导刊, 2018(6): 96. 

[2] 苗志金.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专数学教学体系构建[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7): 127-129.  

[3] 李心灿. 当代数学大师——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及其建树与见解[M]. 第 4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4] 张宇红. 微课教育背景下高校数学教学课程改革研究[J]. 科技经济导刊, 2021, 29(19): 156-158. 

[5] 付华亮. 浅谈中职升本数学课程体系的建构[J]. 时代教育, 2018(13): 31+3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84

	“中职升本”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困境及应对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Coping Strategy of Teaching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for Graduate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中职升本学生高等数学教学现状分析
	2.1. 学生对数学学习定位不准，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2.2. 当前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与学生专业知识脱节
	2.3. 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古板，不够灵活
	2.4. 考试评价体系不够合理

	3. 中职升本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3.1. 中职数学与高等数学知识的衔接及数学史的引入
	3.2. 中职升本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进行对接
	3.3. 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深度融合
	3.4. 讲练结合，注重实战
	3.5. 建立科学的数学评价体系，改革考核方式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