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高等数学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门重要学

科基础课，对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养成、后续专业课

的学习、未来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1]。随着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绝大多数省份

已经将二、三本招生合并，这导致各省招办二本控

制线普降。结合多年的高等数学实践教学经验，我

们发现高等数学作为理工农医经管类专业原二本

院校大一新生的一门必修课，存在试卷卷面成绩不

及格率高、学生学习困难等诸多问题。

2010年，董毅等[2]在基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

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对高等数学课程改革提出了若

干具体路径。2012年，陆根书基于 15 所高校 3000

余名大一新生的调查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得出改善

课堂学习环境是提高大学生学习质量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3]。随后，罗志斌提出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重视课堂交流、激发学习兴趣是提高文科大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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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绩的有效措施[4]。2014年，宁连华等指出高中

数学新课程变化会导致大学新生入学后的总体适

应性不高[5]。2015年，田仕芹等[6]就成败归因和自我

监控能力对大学生高等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和影

响路径进行了研究。2017年，崔国范等指出应该从

理论创新、教学实践、教育思想等三个方面来着力

高等数学课程改革[7]。

本文基于四川旅游学院213 名大一新生的有效

历史数据，通过SPSS21.0对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

生源地、文理科、性别因素对其高等数学卷面成绩

（以下简称为高数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最

后对如何进行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

高等数学学习质量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建议。

2 学生特征因素对高数成绩影响的实证分析

2.1 分析样本的选取

四川旅游学院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旅游

本科院校[8]。本文选取四川旅游学院2018级旅游管

理、会计学专业部分新生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共采集到 213 名学生的有效历史数据，其中旅游管

理专业 116 人，会计学专业 97 人。新生的生源地、

文理科、高考数学成绩（满分 150 分）等信息直接来

源于四川旅游学院档案馆所提供的 2018级新生入

学数据，学生的高等数学卷面成绩（满分100 分）、性

别等信息通过四川旅游学院教务处青果系统直接

导出。18级旅游管理专业和会计学专业的高等数

学课程均采用同一教学大纲、教材及考试题目，成

绩通过教师集中阅卷产生。

2.2 高考数学成绩对高数成绩的影响

由于数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

高中的数列、函数（特别是三角函数）、函数的导数

内容将被直接用于高等数学的学习，因此可以推断

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可能会对其最终高数成绩有

影响。下面将高考数学成绩作为自变量，高数成绩

作为因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对 213 条数据

进行了处理与分析，详情见表1～3。

由表 1可知，学生的高数成绩与高考数学成绩

的相关系数为 0.164，且高数成绩的变化只有 2.7%

由高考数学成绩决定，即高考数学成绩对高数成绩

不起决定性影响。由于表 2 中 F 检验的 sig 值为

0.016（<0.05），因此高数成绩与高考数学成绩存在

较好的线性关系。同时由表 3 可知，高数成绩=

0.239*高考数学成绩+36.553，即当学生的高考数学

成绩为优秀时（≥120分），其对应的高数可能成绩

为 65.233 分，当其高考数学成绩为及格时（≥90

分），则该学生的高数可能成绩为 58.063 分。这说

明，高考数学成绩对高数的学习存在一定的影响，

但不是决定性的。据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应重视

对高考数学成绩不及格学生的情感激励，加强对其

学习高数方法的正确引导，鼓励其通过努力掌握高

等数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应用。

2.3 文理分科因素对高数成绩的影响

当前，绝大多数高中都会在高一下学期对学

生进行文理分科，自高中二年级起，学生分别进入

理科数学、文科数学的学习。以四川高考文科生

为例，由于排列组合、复合函数求导、定积分等内

容在高考数学试卷中很少涉及，因而很多学校都

选择对此部分内容不作讲授。实际上，高等数学

中乘积函数的高阶求导公式即莱布尼茨公式中需

要用到排列组合数，而复合函数求导也经常在洛

必达法则、积分的第一类及第二类换元积分公式

中使用。因此，文理科因素可能会对大一新生学

习高等数学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下面将学生

按照文科生、理科生高数成绩分为两个独立样本，

其中文科生 122人，理科生 91 人，通过SPSS21.0分

析结果如表 4。

由表 5 可知，122 名文科生的高数平均成绩为

60.377，91 名理科生的高数平均成绩为63.934 1，说

明理科生的学习情况整体上比文科生好，而且文科

生的高数成绩标准差更大，即文科生的高数成绩两

极分化更为严重。进一步，由表5知，文理科生两个

表1 回归模型摘要表

模型

1

R

0.164

R 方

0.027

调整 R 方

0.022

标准估计的误差

19.48695

表2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2 220.367

80 125.361

82 345.728

df

1

211

212

均方

2 220.367

379.741

F

5.847

Sig.

0.016

表3 回归系数分析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36.553

0.239

标准系数

试用版

0.164

3.460

2.418

标准误差

10.566

0.099

0.001

0.016

T Sig.

表4 文理科生两个样本的统计量表

文科

理科

122

91

均值

60.377 0

63.934 1

标准差

20.969 61

17.788 76

均值的标准误

1.898 50

1.864 77

高数成绩

高考数学成绩

n分科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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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F检验的 sig值为 0.049（<0.05），故文理科

学生的高数成绩的方差相等假设不成立，从而其 t

检验的 sig值等于0.183（>0.05），即文理科因素对学

生的高数成绩无显著性影响。究其原因，其一为文

科生、理科生的高考数学平均分分别为 107.713 1、

103.505 5，即文科生的入校高考数学分数略高于理

科生。同时，虽然文科生的基础可能比某些理科生

差，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以及掌握适

当的学习方法来学好高数。因此，教师在高数课堂

教学中应着重缓解文科生学习高数的恐惧心理，通

过数学史、数学文化等激发其学习高数的兴趣，提

高其战胜高数的信心。

2.4 性别因素对高数成绩的影响

男女生由于其身心特点、思维方式的差异将导

致其对学习数学的热爱程度不同，学习方法差异性

也较大，这些都可能促使性别因素影响其学习高数

的效果。本次采集到的信息来自 213 名学生，其中

包括男生67 人，女生146 人，利用SPSS分析性别因

素对高数学习效果的影响，结果如表6。

高数成绩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F

3.927

Sig.

0.049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1.305

-1.337

df

211

207.472

Sig.

(双侧)

0.193

0.183

均值

差值

-3.557 02

-3.557 02

标准误

差值

2.725 35

2.661 14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8.929 42

-8.803 36

上限

1.815 39

1.689 32

表5 文理科生两个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表

表6 男女生两个样本的统计量表

男

女

高数成绩

67

146

均值

56.179 1

64.520 5

标准差

21.288 01

18.427 95

均值的标准误

2.600 74

1.525 11

高数成绩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F

2.102

Sig.

0.149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2.919

-2.767

df

211

113.109

Sig.

(双侧)

0.004

0.007

均值

差值

-8.341 44

-8.341 44

标准误

差值

2.857 99

3.014 93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3.975 32

-14.314 51

上限

-2.707 57

-2.368 38

表7 男女生两个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表

据表 6 可知，男女生的高数平均成绩分别为

56.179 1、64.520 5。女生的高数平均成绩明显高于

男生，同时男生的高数成绩标准差大于女生的高数

成绩标准差，即男生的高数学习两极分化情况比较

严重。另一方面，由表7可知，男女大学生的F检验

sig值0.149（>0.05），说明假设方差相等成立，故 t检

验的 sig值为0.004（<0.05），即性别因素对高数成绩

有显著影响。根据课堂教学反馈可知产生这一结

果的原因主要在于男生相比女生的学习积极性、上

课状态和学习态度等均较差。因此，教师在高数教

学中，应该重点关注男生的听课状态，督促其加强

高数的学习。

2.5 生源地因素对高数成绩的影响

目前，四川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会计学专业主要

面向四川、福建、云南、河南、甘肃、重庆、海南、贵州、

山东、安徽、吉林等地进行招生，其中福建、河南、山

东、安徽考生使用全国 I卷，甘肃、重庆、海南、吉林考

生使用全国 II卷，四川、云南、贵州考生使用全国 III

卷。同时由于各地高中数学教材版本不同，相应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也不同，考生升入我校以后，数

学水平参差不齐，给高等数学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影

响。下面依据学生的高考生源地按照省内和省外将

学生分为两个独立样本，这 213 名学生中包括省内

172 名，省外41 名。利用SPSS软件分析生源地对高

数成绩的影响，得到结果如表8。

由表 8 可知，省内学生高数平均成绩 63.901

2 分明显高于省外学生的 53.487 8 分。同时，省

内学生的高数成绩的标准差高于省外学生，这

说明省内学生的高数学习两极分化情况较为严

表8 省内外学生两个样本的统计量表

省内

省外

高数成绩

172

41

均值

63.901 2

53.487 8

标准差

19.639 04

17.890 11

均值的标准误

1.497 46

2.79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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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由表 9 可知，省内外学生的 F 检验的 sig 值

0.269（>0.05），表明假设方差相等成立，省内外

学生 t 检验的 sig 值为 0.002（<0.05），这说明生源

地因素对高数成绩存在显著性影响，这可能与

省外学生相比省内学生需要更长时间适应大学的

学习和生活有关。因此，教师在高数课堂教学中应

重点对省外同学（尤其是男生）在高数学习上给予

关心和帮助。

3 结语

本文以应用型本科高校四川旅游学院部分

2018级新生为例，通过收集旅游管理、会计学专业

学生两个样本数据，然后借助 SPSS 软件分析得到

了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生源地、文理科、性别等因

素对其高等数学成绩的影响，可为后续的高等数学

课堂教学及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高数成绩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F

1.226

Sig.

0.269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3.101

3.285

df

211

65.026

Sig.

(双侧)

0.002

0.002

均值

差值

10.413 36

10.413 36

标准误

差值

3.357 63

3.169 96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3.794 56

4.082 56

上限

17.032 16

16.744 16

表9 省内外学生两个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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