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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教学团队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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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目标和定位、队员配备和任务安排、师资培训、课程和资源建设、科研促教等方面对大学数学

教学团队建设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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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m in universities were discussed from aspects of objectives and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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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
的公共基础课程，大学数学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1-3]。大学数学教学

团队建设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构建一支结构

合理、团结协作、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稳定发展的

大学数学教学团队，是提高大学数学教学质量的重要

保证[4-5]。因此，笔者将结合湖南科技大学在教学改革

过程中的实际实施情况，对大学数学教学团队的建设

进行初步探讨。

1 明确教学团队建设的目标和定位

数学教学团队建设要紧紧围绕高等学校培养人才

定位、围绕专业建设、围绕学生受益来进行，要努力

实现团队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和高素质。围

绕湖南科技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教学工作为

中心，以教育质量为生命线，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

强化科学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围绕目标打基础，突

出特色创品牌，深化改革求发展，为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的办学思路及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湖

南科技大学数学教学团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以教学工作为主线，以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为指导，

立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以教学改革项目为牵

动，以课程建设为重点，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资源库

建设。通过教学团队建设，达到如下 2 个目标：

1）提升团队整体教学水平。通过教学团队整体的
努力，明确所承担课程的教学改革方向，找准改革切

入点。现阶段，我们将根据各专业特点，重点围绕各

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教学的内容及方

式等搞好教学改革，并对现有教学改革项目进行扩

充、提升和整合，确保在较高层面上推进教学改革。

2）锻炼和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高水平教学需要
较高水平的学术中坚或知名学者，因此，要通过各种

途径选拔和培养一批教学骨干教师。湖南科技大学通

过教学团队建设，营造出一种学术氛围，培养出一批

教学带头人、教学骨干和教学新秀。推进教学改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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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学资源，能有效促进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

能进行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的教学改革尝试，从

而提高大学数学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2 科学配备团队成员，合理安排教

湖南科技大学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课程建设为

基础，以深化教学改革与教育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教

学质量为宗旨，创建了一支知识、学历、年龄、学缘

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该教学团队共有授课教师 2 1
名，教师的职称结构为：教授 3 名（占授课教师总人
数的14 %），副教授12名（占授课教师总人数的57 %），
讲师 6名（占授课教师总人数的 29 %）。教学团队的学
历结构为：博士 5人，硕士 9人，学士 7人。教师团队
的年龄结构为：50岁以上的教师 3人（占授课教师总
人数的 14 %），40~50岁的教师 9人（占授课教师总人
数的 42 %），30~40岁以上的教师 7人（占授课教师总
人数的 34 %），30岁以下的教师 2人（占授课教师总人
数的 10 %）。且团队成员都是长期在教学第一线讲授
本科生和研究生数学基础课的教师，团队带头人——

刘金旺教授是国家级优秀教师，团队的主要骨干均是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带头人，并多次被评为校级优

秀教师而荣登教学优良榜。

教学团队承担了全校公共基础课程的讲授任务，

这些课程主要包括：高等数学 （A、B、C），高等数
学基础，线性代数（A、B），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B），复变函数 /积分变换 /场论，计算方法，数理方程
与特殊函数，离散数学， 运筹学，课外科技活动培训
（数学建模、数学竞赛），共 14门，面向全校 10 000多
名学生开课。由刘金旺教授、汤四平副教授负责高等

数学（A、B、C）和高等数学基础课的讲授任务；由
李建湘教授、余君武副教授负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B）和线性代数（A、B）的讲授任务；由杨喜陶
教授负责计算方法等 5门课程的讲授任务；由侯进军
教授负责数学建模与高等数学竞赛的讲授任务。这些

教师都是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的教学能手。

3 加强师资培训，提高团队整体教

湖南科技大学采取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办法，一

方面，通过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人员充实团队；另一

方面，通过鼓励团队青年教师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选派教师外出进修访问、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校进

行学术交流等，以整体提高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和科

研能力。在师资培训中，不但要充分发挥教学经验丰

富的教师在教学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还要重视青年教

师的培养，对青年教师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手把手

帮助青年教师切实提高教学水平，使他们及早成为教

学一线的教学骨干。

湖南科技大学采用“四制”和“两关”举措对青

年教师进行全面系统的培养。“四制”包括指导教师

制、集体备课制、相互听课制和表彰奖励制；“两关”

包括辅导关和讲课关。

指导教师制 每位新上任的教师都配有指导教

师，并要求担任指导的教师必须跟班听课，指导第一

次开课的青年教师授课并撰写任课小结。

集体备课制 首次开课教师定期集体备课，由一

人主讲对某知识点的理解和处理，老教师或骨干教师

组织所有青年教师讨论，集体备好这部分内容；帮助

新教师尽快熟悉教学环节，提高其教学水平。

相互听课制 要求青年教师多听其他教师的课，

吸收其长处，特别是第一次开课的教师，每学期听其

他老师的课至少 4次。并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总
结交流教学经验，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表彰奖励制   每学年由校督导团根据听课考核情
况以及学生的评价，评选出 2～3名教学工作优秀的青
年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辅导关 要求每位青年教师做好辅导答疑、批改

作业、习题讲解课等各个教学辅助环节，真正认识到

这些都是教学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讲课关 要求每位青年教师必须通过首次开课培

训和试讲后，才能担任授课教师。

4 加强课程建设，打造精品课程

结合湖南科技大学的实际情况，通过多年的教学

实践，湖南科技大学数学教学团队对大学数学课程的

教学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改革，进一步

精炼了课程的内容，多次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增添了能反映现代数学前沿的新理论、新技术，适

应学科交叉、拓宽学生视野的课程或讲座。构建了适

应各专业发展要求的大学数学课程体系，强调培养学

生的素质和能力的综合性，着力培养具有较强的创新

能力、具有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

运用数学思想与数学模型于各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加强数学实验课建设，编写出版能适应本校实际

情况的数学实验教材，进一步探索理论教学与实验教

学相结合的数学教学新模式，逐步使数学实验课规范

化，使数学实验课成为全校学生欢迎的课程。处理好

数学实验课与数学建模课的关系，开设按层次分流的

开放型数学实验，实现实践性教学的层次化。

通过课程改革，教学团队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课

程系列中的核心课程——高等数学，获 2005年校级优

学任务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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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课程、2007年省级精品课程的光荣称号。团队人员
所在的高等数学教研室被评为 2008年度湖南省优秀教
研室。

5 整合优质资源，加强资源建设

教学团队成员发挥团队精神，团结协作，整合优

质资源，系统地开展理论课教材、实验课教材与辅助

教材、学生自学课件与教师电子教案等教学资源建

设，开发了一批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共享的网络资源。

制作交互式的多媒体课堂演示材料，开设网上互动式

自我检测与考试栏目，开辟网上数学疑难问题解答栏

目，并逐步实现网上在线答疑，开辟网上数学园地，设

置问题征解和网上问题讨论，建立各门课程学习网

站，全程授课录像上网。

根据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体会，为了更有利于

学生数学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团队成员精心设计

编写并出版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概率与统

计》等一系列的教材及《高等数学学习方法与实践教

程》、《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解题技巧》、《线性代数学

习指导》等教学辅导书，这些教材及教学辅导书反映

了新的数学理念，体现了新的教学特点。《线性代数》

以新的观点审视线性代数的教学内容，多次出版。为

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及创新能力，教材撰写者在这些

教材中设计了大量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搜集了大量典

型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习题指导书为培养学生的数

学能力，提高非数学专业学生考研的自信心，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学生的好评。从学生的考研成绩

中可看出，每年的高等数学成绩普遍较好。

在教材和教学辅导书的编写中，编者将自己多年

来对于高等数学的研究成果与教材的编写结合起来，

使高等数学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更强，从而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在一般的《线性代数》教材中，关于矩

阵的秩部分理论性较强，学生学起来抽象，很难理解。

团队带头人刘金旺教授在《线性代数》教材的编写中

改变了《线性代数》教材中的传统处理方法，并将自

己对于矩阵秩的研究成果写进教材，使关于秩的理论

证明思路更清晰，求秩的方法更简洁，而且还增加了

一些新的求秩方法，使学生对于这部分的学习难度减

小了，学习效果较好。

6 以科研推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

近几年，湖南科技大学数学教学团队的教师们先

后承担过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 10多项科研项
目的研究工作，利用其科研实力较强这一优势，积极

指导和支持学生的科研活动，开展学术讲座，以科研

推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

在课堂教学中，团队成员将自己所讲授学科的前

沿研究动态和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中，并结

合相关内容进行讲授。如刘金旺教授长期从事符号计

算和矩阵计算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科

研成果渗透到研究生代数基础课教学中；余君武副教

授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讲授中，将自己在

敏感性问题的抽样调查方面的最新成果写进讲稿，将

最新的统计方法介绍给学生，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付湘陵博士在微分方程内容的讲授过程中，将自己的

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介绍给学生。这样做不仅可以使

学生了解教师的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学生

探索科研前沿的热情，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鼓励学

生积极探索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以后的科

学研究夯实基础。

总之，大学数学教学团队的建设应坚持以质量为

核心，注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坚持以人才培

养为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基础扎实、实践能

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一流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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