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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科数学教学的认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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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大学文科数学教学的意义、目的和基本原则。以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为个案，介绍了大学文

科数学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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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cussed the meaning, the aim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 teaching in liberals ar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probability statistics teaching as a case, introduced the reforming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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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文科数学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在现代社会，数学向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学科渗透，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就有统计
结果表明，从 1900～1965年，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领
域共取得 62项重大进展，其中，应用数学工具的定量
研究成果占 2/3，尤其是 1930年以后，比例高达 5/6[1]。

当今已是信息时代，人文社科领域中许多研究对象量

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用”的

大环境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数学不仅是一种重要的

“工具”或“方法”，也是一种文化；数学不仅是一类

知识的集合，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基本素质，即

数学素质。数学素质是由数学意识、数学能力、数学

应用等基本成分构成的基本品质，其中包含了知识与

技能、思想与思维、方法与语言、能力与习惯。文科

学生应做到精文知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应用型、复

合型的高素质文科专业人才。学习数学的意义不仅是

因为数学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良好的数学素质

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观察

周围的事物，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创新意识和能

力，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正适合目前社会对人

才的要求。

根据数学学科的特点、作用、历史和发展，结合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及文科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

作，从总体上来看开设文科数学的目的大致上有 2方
面：1）理解和掌握数学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
初步应用；2）培养和加强文科学生的理性思维方式和
能力，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2 ]。对于经管类专业

的学生，由于后继课程及今后从事的工作要用到数

学，尤其是概率统计知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两者都

要兼顾，而对于文、史、哲、艺等更多文科类专业学

生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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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科数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1）文理渗透原则[3]。教学过程中在讲授数学课程

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时，要着重剖析基本内容之间的联

系，揭示基本的逻辑结构，分析思维的形式和方法；

要以基本内容为主线，与数学哲学、数学思维、数学

美学和数学史料及趣闻轶事等融合在一起。

2）弱形式化原则。在保留基本的、有示范或训练
功能的数学形式化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从生活体验、

物理感受和几何直观引出数学概念、原理和方法。从

特殊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直观到逻辑，淡化数学的

纯形式化方法，不过分追求数学的“严密性”和“系

统性”。

3）量力性原则。由于文科专业学生数学基础普遍
不太扎实，所以在教学时，内容陈述要“少而精”，把

握适当的深度和广度，不能过深过专。教学中应根据

情况适当减少繁琐的证明和过多的运算技巧训练，要

重点讲清数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数学结论的来龙去

脉，引导学生在知识的应用和发展中掌握知识和提高

素质。当然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即过度削减教学

内容，过度弱化甚至放弃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运算。

4）因材施教原则。教学的设计和组织，必须根据
文科学生的特点来进行。一般说来，文科学生的形象

思维能力较强，而缺少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论证推

理能力的训练。因此在教学中应注意扬长补短，根据

不同类型学校、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计

划和教学要求，不同程度地体现数学的知识性、科学

性和应用性；即使是在同一基本要求下，也要针对不

同学生的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区分

作业等级、个别答疑解惑等。

3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实践

概率统计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学、管理学、社会

学及工学等各专业本科阶段开设的 1门数学基础课程。
由于随机现象的普遍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教学内

容的实用性，这门课程越来越受重视，但也是难度较

大的课程之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到概念抽

象，思维难以开展，问题难以入手，方法难以掌握，题

目与实际联系不强，缺乏学习兴趣。如何提高文科生

学习概率统计课程的兴趣，了解概率统计与实际的结

合点，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与日益

发展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些问题都与概率统计课程

的教学质量息息相关。

1）以发展史介绍贯穿授课始末。任何一门课程，
了解它的发展史对于学习和掌握该课程的思想方法有

着深刻的意义[4 ]。比如可向学生介绍概率论起源于博

弈问题，从 15、16世纪至 20世纪初，概率论的发展经

历了不同的时期，这期间贝努里、棣莫佛、拉普拉斯、

高斯、泊松等对概率论作了奠基性的贡献，但直到

1933年，柯莫哥洛夫提出了概率公理化结构，才标志
着概率论作为一个数学分支建立起来。在近几十年

来，现代概率论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突破，并广泛应用

于其他许多分支学科。与概率论相比，数理统计的发

展史相对简单一些，在 18、19世纪出现了统计推断思
想的萌芽并有一定发展，但以概率论为基础，以统计

推断为内容的现代意义的数理统计学，则到 20世纪才
告成熟。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注意这些知识背景的

补充介绍，让学生了解前后知识的联系，同时也在无

形中向他们灌输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

2）注意引入案例，激发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中
要选用一些学生关注的生活中的实例，运用数学的方

法观察和分析这些实例，以拉近概率统计的理论知识

与实际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对数学知识产生兴趣[ 5 ]。

比如店主进货问题，有奖销售问题，人寿保险问题，生

日问题，降水概率，晾晒指数，体育彩票等，这些例

子既能让学生明白概率统计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又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趣味中掌握课程的

基本思想和方法。

3）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教学。基本概念和理论是一
门课程的灵魂，讲课时一定要做到概念清晰，推理严

密。比如独立性在概率论中是很重要的概念，教学中

要注意从条件概率引入，讲清它的直观意义，但又要

避免让学生以为“看上去有关系的事件就一定不相互

独立”，可以举例说明这一点。从事件的独立性引入随

机变量的独立性，而如何判别 2个随机变量间的独立
性也是教学中的重点，讲清独立和互斥、独立和不相

关等概念的辨析和判别等，让学生对这些基本概念和

基本理论有清晰的认识，牢固掌握。教学中常采用对

比式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比如概

率和频率、概率和条件概率、离散型随机变量和连续

型随机变量、一维随机变量和二维随机变量等，使学

生更好地把握知识体系，透彻理解这些概念。

4）解题思路与技巧的教学。教学中要注意对常规
解题思路与技巧的总结和训练，否则学生容易产生

“听得懂，看得懂，就是自己不会作题”的感觉。比如

数理统计中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的问题，许多学生感

到头疼，感觉理论不好理解，且需要记忆的公式太多。

教学中除了讲清两者的基本思想外，可以总结出一些

简单规律帮助学生记忆这 2个知识点：a）在同样的研
究背景下，对某一参数进行区间估计所构造的样本函

数和对其进行假设检验所选择的检验统计量在形式上

是完全一样的，求得的置信区间与接受域的形式是一

样的；b）置信区间与拒绝域的形式不需记忆，只需通
过样本函数或检验统计量的分布即可得到；c）对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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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μ进行区间估计或假设检验时，用标准正态分布

或 t－分布，对总体方差σ2进行区间估计或假设检验

时，用 2－分布或 F－分布。对这些规律与技巧，学生
反映很好，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5）渗透数学思想，提高学生数学素质。文科数学
教学内容的选择应有利于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培养和

数学能力的发展。教学中并不排斥数学严格的定义，

也不是一律删除数学定理的证明，否则会使文科数学

只剩下一套仅供套用的公式和法则[6]。“知识的探究过

程和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它能使学生的理智

过程和整个精神世界获得实质性的发展与提升”，所

以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多讲。重视数学知识

的产生过程及数学概念、理论的来龙去脉，将数学教

育的重心放在学生一方，启发学生自己思考，以训练

学生创造性的思维。

6）避免面面俱到地讲授教学内容。美国卡内基教
学促进会指出：“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向学生传授所有

的知识，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要给学生提供终生学

习的能力。”因此，要改变讲得过多过细、面面俱到的

教学方法，给学生的思维留出时间和空间，避免学生

养成依赖教师的心理和思想懒惰的习惯。

4 结语

掌握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灵活性地学习，还非常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使学生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把许多具体的数学定理和公式忘掉了，但数学

科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和严谨求

实、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仍然会帮助他、指导他工作、

学习和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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