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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标的实施使大学数学和高中数学教学衔接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大学数学和高中数学的教学

衔接可从教学内容和数学思想方法 2方面进行：教学内容上应精简与高中数学相重复的内容，补充高中数学
删除的内容，并加强应用性内容的教学等；数学思想与方法上应加强现代数学意识的渗透，注重各种数学

软件的介绍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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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linking problems betwee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new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Explores the teaching linking problems from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athematical thoughts: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university math should simplify the repetitive
contents in high school math, supplement the contents that deleted in high school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ed content
teaching; mathematical ideas and method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modern mathematical sense, and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variety of mathematical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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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改革不断深入，2003
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无论是

课程的内容与结构，还是教学的目的与要求，甚至

包括教育的思想与理念，都与原课标下的高中数学

有着极大差异。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在内容及知识

结构体系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将部分微积分、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等大学数学内容纳入到高

中数学中；删除了一部分内容，如极坐标、反三角

函数的知识，另外复数等知识只在选修课中介绍且

内容相对较浅。而据查证，我国近 5年出版的大学
数学教材都是参照原课标编写而成的。这就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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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和高中数学之间交叉重复的内容增多，同时

又出现了脱节的现象。

实施新课标以来，大学数学和高中数学在教学

内容、教学理念等方面的矛盾逐渐明显，直接影响

到大学数学的教学质量[1- 3]。本文主要从教学内容、

数学思想与方法 2个方面，探讨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
教学的衔接问题。

1 教学内容的衔接

为研究方便，本文主要以 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同济大

学数学系编写的《高等数学》（第六版），同济大学

应用数学系编写的《线性代数》（第四版），浙江大

学盛骤、谢式千等编写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

三版）等 4本教材为研究依据。据调研，大多数高中
学生学习了新课标必修中的 1~5册，理科生还学习了
选修 2系列，文科生学习了选修 1系列。
1.1 精简与高中数学相重复的内容

对大学数学中与新课标下高中数学相重复的内

容进行精简，以避免重复。如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

在选修 2-2中，已系统介绍了导数、定积分的相关知
识，如极限的概念、运算法则及左右极限的概念，导

数的概念、常见函数的求导公式、根据导数判断函

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极值和最值，定积分的概念

及简单应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等。因此，可适当精

简大学数学一元函数微积分部分的知识内容[4]。

另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内容，在高中数

学的必修和选修内容中都有出现，但情况较为复杂。

高中数学必修 3第 2章“统计”涉及随机抽样、用样
本估计总体、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第 3章“概率”涉
及随机事件的概率、古典概型、几何概型。选修课

中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进一步加深，且文理科差异

较大。文理科都涉及的内容有：随机事件概率、互

斥事件概率、相互独立事件概率、抽样方法、总体

分布估计、通过总体调查研究实际问题等；仅理科

涉及的内容有：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离散型

随机变量的期望与方差、正态分布、线性回归等；仅

文科涉及的内容是：总体期望值和方差的估计。对

于概率与数理统计的相关内容，大学数学教学应根

据经管类与理工类的差异调整此部分的内容：在理

论方面，系统地阐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在应

用方面，结合相关软件如excel、matlab、SAS（statistics
analysis system）等知识及应用。调整时应注重深化、
拓宽该部分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应用性，既避

免重复，又得以深化。

1.2 补充高中数学删除的内容

对新课标下高中数学删除或涉及较浅的内容，

大学数学应将其补充进来，以避免内容的脱节。如

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删除了反函数、极坐标的相关

知识，可考虑在大学数学第1章第 1节“映射与函数”
中加入反函数、反三角函数、极坐标的相关知识，以

衔接大学数学中反函数求导、反三角函数求导、复

合函数求导、由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导数、反三角

函数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利用柱面坐

标计算三重积分等教学内容。新课标下高中数学选

修 2-2第 3章介绍了复数的相关知识，但仅涉及复数
的概念、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对这部分内容，

大学数学还应作系统、深入地介绍。 可考虑在大学数
学第 1章第 1节“映射与函数”或第 7章第 7节“常
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中，加入复数域内求代数

方程的根、复数的三角表示等知识内容，以衔接大

学数学中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傅里叶级数的

复数形式等教学内容。

1.3 加强应用性内容的教学

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注重应用性内容的教学，

鼓励学生将数学应用于生活、生产、科学技术中，倡

导“数学就在我们身边”的理念。

新课标下高中数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代数、几何

（立体几何和平面解析几何）、概率统计、微积分初

步知识、简易逻辑等，这些内容处处体现出“数学

就在我们身边”的思想。如必修 1第 2章“基本初等
函数”中，运用指数、对数函数等知识，对现实问

题如人口的增长、生物体内碳 14的衰减及在考古学
中的应用、地震震级的变化规律、溶液 pH值的变化
规律、废气的污染物数量、计算机病毒感染等进行

建模求解；选修 2-1中，运用双曲线概念分析拉链的
拉开或闭拢，通过建立坐标系求炮弹爆炸点，应用

抛物线和双曲线的光学性质进行反射式天文望远镜

设计的数学建模等。通过这些数学知识在生活中应

用的教学，引导学生体会数学是科学的语言，是一

切科学与技术的基础，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在高中数学教学已注重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大学数学应继续秉持这一

实用理念，进一步加强实用性知识的教学。如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现代数学思想，根据不同专业

在微分学、积分学、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特征值

与二次型、随机变量等内容中融入数学实验、数学

建模的思想，强调数学知识的运用，培养学生对数

学知识的拓展和创新能力，以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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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2 数学思想与方法的衔接

2.1 加强现代数学意识的渗透

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教学注重引导学生发现并

利用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建立科学的数学思想方

法，提高数学思维能力。如通过选修 2-1第 2章曲线
和方程的实例教学，引导学生领会数形结合的思想；

通过第 3 章将平面向量及其运算推广到空间向量及
运算，并应用空间向量处理立体几何相关问题的教

学，引导学生体会向量的思想及方法，发展空间想

象能力和几何直观感受能力；通过加强函数的教学，

如应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解不等式、数列等教

学，引导学生体会函数思想与方法。

在高中数学教学注重引导学生建立科学数学思

想方法的基础上，大学数学教学应更好地用现代数

学思想和方法统率传统内容[5-6]，如连续量、离散量、

随机量及数学应用等。在教学中可考虑结合数学概

念、数学知识应用，了解现代数学的研究前沿， 安排
开放性的问题讨论或探究性课题研究，介绍适用于

工程与科学技术的数学方法（如分形、混沌、数值

计算方法、小波分析等），以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

力，并扩大其数学视野。

2.2 注重数学软件的介绍及应用

新课标下高中数学已广泛使用科学计算器处理

指数幂等复杂计算，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也成为高

中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如必修 1第 2章指数函数的
性质、第 3章求方程的近似解，必修 4第 1章三角函
数曲线周期变化规律等教学内容都要求使用计算机

和多媒体技术进行演示，必修 1第 3章二分法求方程
近似解的框图、必修 5第 3章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求解
等教学内容就是结合了计算机简单逻辑语言进行讲

授。这些信息技术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既直观

明了，又能反映变化的过程，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

数学基础知识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新课标将计算器、计算机引入数学教学，给数学

教学的内容、方法及思想都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

数学教学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各种数学软件，

将大学数学内容、思想方法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

合起来。如最小二乘法、统计推断、数据拟合等教

学内容，可利用matlab, SAS等软件辅助教学。通过
各种数学软件的介绍及在教学中的应用，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地应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网络等现代信息

技术解决相关数学问题。

3 结语

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有密切联系，高质量人才

的培养必须依靠两者的有效衔接和共同努力。本文

针对新课标下高中数学所做修改，从教学内容、数

学思想与方法 2方面，探讨了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的
教学衔接问题，期望能对提高大学数学教学质量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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