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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病理学理论
教学病理学是研究教学疾病和教学病理，也

即研究教学的不正常状态的一门教育科学的新的

分支学科。它旨在发现教学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常

状态，并提供教学病理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手段与

对策[1]。通过研究教学病理学，可以对目前的教学

进行病理分析，从而对症下药，保障教学的健康运

行。使用教学病理学的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各

种疾病，是解决高等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目前大学数学教学在教学态度、教学

内容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

方，这些导致学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对学生的发

展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教学病理学的理论来对这

些问题进行一一的分析，并寻求合适的解决方式，

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目前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病理现象
2.1 教学失衡

所谓教学失衡，指的是教学在运作过程中因为

缺乏调节而导致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

教学中由于缺少了某些方面的因素，亦或是在某些

方面超越了现实，而导致不好的结果。以文科专业

为例，目前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与教学目

标之间的失衡；数学计算与数学思想之间的失衡；

数学理论与数学文化之间的失衡。正如著名科学

家柯朗（R.Courant，1888-1972）曾评判过的那样“数

学的教学逐渐流于无意义的单纯演算习题的训

练。固然这可以发展演算能力，但却无助于对数学

的真正理解，无助于提高独立思考能力”[2]。给文科

大学生开设大学数学课程的目的是要提高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因此其教学的重点本应放在数学思想

与数学方法等上，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学的

重点依然是解题，教学的方式依然是大量练习。这

与当初开课的目的背道而驰。一方面，教师为了让

数学底子薄弱的文科学生掌握众多计算技巧而想

方设法绞尽脑汁；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本身数学文

化知识底蕴的不足，而无法改变现状。

2.2 教学专制

所谓教学专制，指的是教师凭借社会赋予他的

与职俱来的权利，自认为高学生一等，所以利用各

种神圣的理由，心安理得地对学生实施一些违背教

育规律与职业道德规范的惩罚或变相惩罚的教

育。这里所说的惩罚，方式有两种——身体惩罚与

心理惩罚。目前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较明显的

就是心理惩罚。所谓心理惩罚教育过程，就是对学

生提出不合理的技能、知识等要求，并强迫学生执

行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进而产

生心理障碍，最终导致学习障碍，如学习积极性降

低、学习过度焦虑等[3，4]。以近期笔者针对2011级文

科大一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例：共计收回问卷56

份，其中有39份认为数学内容偏难，还有7份认为

内容十分难，也就是说，约82%的同学认为教学内

容对其而言是困难的，所以学生们压力很大。

2.3 教学偏见

所谓教学偏见，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

据自己的主观经验或特定价值需求的满足状况，对

不同的学生产生的偏见，由此而采取不同的对待方

式。常见的教学偏见，表现为对“优等生”和“差等

生”的偏见。具体来说，在大学数学教学中，教学偏

见多体现在教师对于不记笔记或不认真听讲同学

的冷淡。由于公共课教师与学生的接触大多只是

在课堂上，课后鲜有联系，所以有些教师往往并不

知道也很少去研究为什么某些同学不认真听讲，有

了问题全责怪学生。而殊不知其中的一些原因是

由教师直接造成的，比如，对教师教学方式的不适

应或教学语言的不理解等。学生因为教师而厌学，

教师因为学生的厌学而造成偏见，从而导致受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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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学生更加厌学。这样教学偏见就造成了一个

恶性循环。

2.4 教学阻隔

所谓教学阻隔，指的是教学中两方或两方以上

之间的隔膜或差距，或一切难以融合不易接触不便

交流的现象。以师生两方为例，教学阻隔体现为教

学中师生之间缺乏沟通、缺乏交流的现象。以学科

之间为例，教学阻隔体现为学科和学科之间缺乏沟

通、缺乏交流的现象。大学数学教学也存在这两种

阻隔。首先，师生之间存在教学阻隔。由于学校重

科研而轻教学，所以很多教师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

写文章跑课题挣基金上，对于教学草草了事，没有

时间与耐心去与学生沟通，这样一言堂的教学自然

会缺少吸引力。其次，学科之间存在教学阻隔。不

同专业的大学数学教学本应该有其专业侧重性。

以经济类为例，“边界分析”与“弹性分析”等知识点

是经济中的重要概念，在微分法的应用中应该有着

重的讲解。但是由于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沟通甚

少，往往数学教师只关注理论那一块，对学生后继

学习中应用的内容了解不够，所以相应的讲解就不

到位，这就会导致学生难以顺利应用。

3 大学数学教学改革方向的思考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校、教师和同学们的

共同努力。对学校而言，需要完善教师职务聘任

制、教学考评机制。对于教师们而言，要从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考虑：

3.1 调整教学内容难度，增加专业相关性，渗透数学

文化

教材是教学的一个重要根据，它的质量和水平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的质量与水平，从而影响着

学生的所获所知。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不同专业

的学生应该接受不同深度的教学，使用不同难度的

教材。因此对教材的选取与裁剪十分的重要。

首先，难度应该适中。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具

体素质，合理选择教材，切忌过难。因为大学数学

本身就具有抽象性，比较复杂，如果学生连教材都

读不懂，自然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趣了。所以，教材

的难度一定要适中，才不会对学生产生教学专制的

心理惩罚效果。对此，要根据教学目标调整教学难

度，要以学生的具体接受能力为准线，尤其是对于

招生情况有波动的院校而言，必须随着每届学生的

具体实力的变化来调整教学难度，要做到以人为

本。

其次，要有专业相关性。一般院校的学生学习

的目的是为了用，不同专业与大学数学的结合应用

也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有针对性地添加专业相关性

知识。例如：对于师范类院校数学专业的学生，大

多数人都将要从事与初等教学有关的工作，要时刻

加强与初等数学的联系；对于工科专业的学生，教

学内容就应该偏重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对于经济类

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内容上就应该增加对经济问题

的数学解析；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内容上

就应该增加数学史实、数学趣闻、数学文化方面的

内容。要想做到与专业的密切联系，就需要数学教

师们与相应的专业课教师加强合作，与他们多沟通

多交流，共同填补学科之间的空白，联手为学生打

造一座学科间无缝对接的桥梁。

最后，数学文化的渗透。教学者不应只把教材

当作唯一的课程资源，而应该从大学生已有经验、

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出发，多维度构建文化内容以

吸引不同背景学生，更深体悟数学本质与文化。数

学文化的渗透有多种途径，可以利用数学史实让学

生感受问题的缘起与解决过程，也可以利用数学家

的思路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式。这就要求教师不止

是研究专业知识，同样也要花心思研究专业文化。

3.2 整合教学评价体系，考评方式多样化

以宿迁学院为例，公共数学课的学期总评成绩

是由三部分构成：百分之十是平时成绩，考察的是

考勤与作业情况；百分之二十是期中考试成绩；百

分之七十是期末考试成绩。这样的设置看似面面

俱到，实际上还有待进一步科学的改革：应该将考

察分散到平时中，调整总成绩中平时成绩与考试成

绩的比例分布，适当增加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这

样学生会更注意平时的表现；适当提升期中成绩比

重，减弱期末考试成绩比重，这样，学生会注重平时

的学习，不会总想着期末考试前再临时突击。除了

比重的调整之外，考评的方式也可以展现多样化。

首先，作业方式可以进行创新。根据教学内容

的不同，可以采用教师抽批与学生互批的“双向式

作业”方式、教师选定范围与学生自主选择完成适

合自己的作业任务的“自由式作业”方式、手工建造

实物模型的“手工式作业”方式、学生设计单元试卷

的“试卷式作业”方式等[5]。只要肯思考，就一定能

找到最合适的作业方式。

其次，考试方式也可以有多样化的呈现。既然

要求的是学生的应用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为什

么一定要求学生记住各种公式呢？对此，建议将封

闭的考试模式调整为半封闭（或开放式）考试模式：

允许学生带参考资料进考场，但是内容、形式、大小

由教师规定，违反规定的学生则需承担相应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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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作弊现

象，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学生数学素质的培养而不

是“死记硬背”能力的发展。

同时，考试题型也可以与学生的专业对应起

来，随之有相应的改变。譬如，考察经济类的学生，

可以少设置纯粹的计算题，多设置经济应用的题

型；考察文科类的学生，可以少设置计算应用题型，

适当添加数学思想的感悟以及开放性题型。

3.3 进行换位思考，增加师生沟通

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

育的本质是心灵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因

此，教育不仅是一门社会艺术，更是心灵的艺术，是

以心灵感受心灵、以心灵理解心灵、以心灵耕耘心

灵、以心灵感染心灵的艺术[6]。作为教师，一定要关

注学生的心理，了解学生在想什么，这就需要教师加

强与学生的沟通，并且经常进行换位思考。

首先，去除教学偏见，平等对待学生。莱布尼

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绿叶，才将世

界装扮的如此美丽。”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

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不能要求

学生对待教学的反应是完全相同的。有的学生数

学基础差一些，有的学生反应速度慢一些，这并不

意味这他们就是所谓的“差生”，经过合适的教学与

启发，他们也一样可以达到教学要求。教师应该去

除偏见，对学生一视同仁，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关

爱每一位学生。

其次，加强师生沟通，进行换位思考。虽然教

师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很多时候只要寥寥

几句话或者一则简单的短信，就可以与学生进行心

灵的沟通。备课时，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去思

考内容的难度，从而合理地安排教学。课堂上，通

过师生间的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进行信息沟

通。课间十分钟，通过聊天来探测出学生对于所讲

内容的掌握程度。

综上，针对大学数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师

们要通过调整教学难度、增加专业渗透、添加数学

文化来应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失衡以及学科

之间的教学阻隔；通过整合教学评价体系、考评方

式的多样化来降低教学专制中心理惩罚；通过换位

思考、增加师生沟通来去除教学偏见以及师生间的

教学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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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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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pathology，including teaching balance，authoritarian teaching，teaching bias and teaching barrier. Accordingly，three
suggestions are posed. Firstly，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should be adjusted，permeability of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mathematical culture should be added. Secondly，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Finally，empathy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nd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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