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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专业课具有强烈的兴趣；有23%的学生觉得一般感

兴趣；只有8%的学生一点都不感兴趣。对高等数学学习

兴趣降低的原因调查发现，有31%的学生认为数学基础较

差，跟不上；59%的学生认为数学无用，不需要；11%的

学生认为数学太枯燥。对数学成绩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发

现，有11%的学生认为是基础和学习态度；60%的学生认

为是班级学习环境；29%的学生认为是老师的教学方式。

2、高等数学学习习惯现状

对高等数学上课注意力调查发现，只有15%的学生

上课注意力完全集中，心无旁骛；50%的学生觉得基本能

够做到集中注意力；35%的学生感觉完全无法集中注意

力。对高等数学课后复习状况调查发现，只有8%的学生

能够及时复习，并按时完成作业；26%的学生尽量去完成

作业；66%的学生从不复习，也基本不做作业。对遇到问

题的处理方式进行调查发现，有23%的学生能够及时请教

他人；43%的学生会留在老师下次讲课的时候再说；34%

的学生认为能搞清楚多少就是多少。

3、高等数学学习迁移准备现状

对高等数学知识结构重要性调查发现，只有19%的

学生认为知识结构很重要；40%的学生认为一般；41%的

学生认为不重要，会解题就行。对各章节知识结构的了

解程度调查发现，有30%的学生觉得可以完全理解；53%

的学生觉得基本理解；17%的学生觉得完全不注意。对是

否会利用思维导图等方法将自己所学知识及时进行归纳

总结调查时发现，只有11%的学生能够自己经常归纳；

30%的学生会在复习阶段去做；58%的学生不会主动去

做，他们认为应该由老师去完成。对是否会预习调查发

现，只有18%的学生会经常预习；61%的学生很少预习；

21%的学生从来不预习。

4、高等数学学习迁移应用现状

对高等数学学习过程中是否会自觉分类讨论调查发

现，只有26%的学生会经常分类讨论；34%的学生很少分

类讨论；40%的学生从来不分类讨论。对是否会用高等数

学知识或思维去解决实际问题时调查发现，只有17%的学

生觉得经常会使用；40%的学生觉得很少使用；43%的学

生觉得没有使用过。对学习专业课程时是否会觉得数学

知识不足的情况调查发现，只有8%的学生认为经常会；

59%的学生很少；33%的学生从来没有。

基于迁移理论民办本科高校高等数学

课程学习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发现迁移理论下民办本科高校

高等数学课程学习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基础较差

受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影 响 ， 民 办 高 校 的 生 源 质 量 较

差。对某校财务管理专业435名学生调查发现，53%的学

生高考数学成绩在70-80分（满分150分）之间，18%的

学生低于60分，个别人只得了30分。这说明学生数学基

础较差、能力较弱，针对这些学生，要是仍然利用过去

传统理论教学的教学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2、课时严重不足

高等数学内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性、逻辑性

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许多民办

高校都将其理论课时进行了缩减，例如，某校商学院仅

《微积分》课程先从144课时缩减为126课时，目前又缩

减为80课时，个别专业还不开设《微积分（下）》。那

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能为学生以后课程的学习

和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又能在不失去高等数学课程理

论体系（函数-导数-积分）的情况下，让学生真正地喜

欢这门课程，学懂这门课程，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3、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长 期 以 来 ， 针 对 民 办 高 校 高 等 数 学 课 程 编 写 的 教

材很少，绝大部分民办和公办院校使用同样的教材。教

学内容和教材体系显得相对陈旧，基本没有跳出传统数

学的框架，即以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为目

标，重点强调其科学性、系统性、严密性，而淡化了对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现有的教材内容与

应用型人才培养严重脱节，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

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民办高校改革的需要。

4、受重视程度不够

对于高等数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学校部分领导（包括二级学院院长和系主任）

对其重视不够，有的根据自己学生专业课的需要随意将

高等数学课程课时大幅减少，有的将高等数学四门课程

的前后次序私自做了调整。二是由于课时的限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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