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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摘 要 1 高等数学是理工科院校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

它在生产实践和各专业领域中都有

广泛 应用
,

教好与学好这 门课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本 文阐述掌握知识 系统对高等数学理论知识

教与学的必要性 ;介绍高等数学教 与学的方法和 总括高等数学的知识系统的方法 ; 绘 出高等数学

的部份知识 系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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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高等数学是理工科院校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

它在生产实践和各专业领域中都有广泛应用
。

因此
,

教好学好这门课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但是
,

对学生来说
,

在学习高等数学这 门课程的

时候
,

往往会有如下的现象发生
: 一是感到内容太多

头绪纷乱
,

无从下手 ; 二是学后忘前
,

遗忘率高 ; 三是

概念多
,

法则多
,

符号多容易发生混淆 ; 三是学完高

等数学后在实际工作中也不知怎样应用
。

对教师呢 ?

教师教学时总感觉时间紧
、

学生没兴趣
。

产生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于这门课程的基础还没有全

面
、

深人
、

系统地掌握 ;对 于概念
,

方法
,

理论的实质

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 对于它的理论结构与层次还没

有揭示出来
,

学生学起来当然就好象是瞎子摸象
,

只

知其一
,

不知其二
,

只知局部
,

不知全貌
,

自然也就没

兴趣了
。

1 掌握知识 系统对高等数学教与学是必要

的

要做到这些
,

不深人到它的理论体系内部
,

不掌握它

的知识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
。

其次
,

高等数学理论体

系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特征
,

即 :
具有内在层次与外在

层次
。

所谓外在层次
,

是指形式的
、

表面的
、

局部性的

数量关系及其联系
,

如概念的形式定义
、

定理所遵循

的形式逻辑的证明等
。

此外
,

在高等数学的理论体系

内部
,

内在关系也相当丰富
,

结构复杂
、

层次重迭
。

这

里表现的是实质性的
、

内在的
、

整体性的数量关系及

其联系
,

称其为内在层次
。

在其内在层次中
,

由于理

论更高的一般性概念是一环套一环地发展着的
,

所

以又表现出多层次结构的特征
。

这样一种固有的多

层次结构
,

只有在对其知识系统的挖掘与剖析中才

能看清
。

在教学中
,

要想组织
、

处理好教学内容
,

提高

教学水平
,

自身必须对知识内容
、

理论系统有一个透

彻的了解 ; 在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
,

要想综合应用相应的知识去解决某个领域中

的问题
,

就必须掌握高等数学的理论体系中各部分

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和各知识点的实际意义
。

所以在

高等数学的教与学中掌握知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

它在高等数学这门学科教与学习的方法中占有重要

地位
。

高等数学有两个显著特征
: 一是内容相当丰富

;

二是理论体系中结构复杂
、

层次繁多
。

首先
,

高等数

学内容十分丰富
,

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等数学教与学

的过程中不能机械地重复前人的认识
,

不能简单地

停留在书本上
,

而要用较短的时间
、

恰当的方法
、

较

高的观点
,

系统
、

全面和有重点地去掌握其基本理

论
,

要融会贯通
、

记忆深刻
、

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
。

2 高等数学的教学方法

讲授高等数学
,

如同给学生介绍一台有多种功

能的机器
,

如果首先不厌其烦地拿出该机器的一个

个零部详细地介绍
,

在学生已经索然无味时
,

再告诉

学生它们能组成一部机器
,

如何组装 ?如何使用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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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
,

只能一提了之
,

教学效

果可想而之
。

而如果先把整个机器搬出来
,

介绍并展

示该机器的整体
、

组装
、

部件分布图及它的作用
,

让

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制造这 台机器以及制造这 台机器

的原理和图纸
,

再一个一个地拆下零部讲解其作用
、

原理
、

最后再让学生亲手组装成功
,

其教学效果也是

明显的
。

因此在高等数学 的教学 中应采取
“

整体升局

部斗整体
”

的整体教学模式
。

首先对教材作整体备

课
,

作出本课程的总体知识结构图
,

再用这些框图作

为游览图为初学的学生粗略地描绘一下高等数学领

域的名胜古迹与游览路线
,

使学生心理上有一个整

体印象
,

然后在循序渐进
、

由浅人深
、

逐步细化地讲

解每一章节的内容
,

挖掘高等数学的内在层次
。

而当

每一章节教完后
,

再用更详细的框图作总结联想
,

揭

示出高等数学知识系统的理论结构
,

完成
: “

整体叶

局部斗整体
”

教学过程
。

古人云
“

受人鱼
,

不如受人以

渔
” ,

在教学过程中
,

要注意培养学生分析知识系统

的习惯
,

掌握分析知识系统的方法
。

3 高等数学的学习方法

学习高等数学要经过
“

初学一精学
”

二个不同的

阶段
。

《l) 初学阶段 : 这是基础 阶段
。

在这阶段里
,

主要

是通过教学 (或 自学 )获得片断的
,

零散的知识 ;要将

高等数学各节中的基本概念
、

定理内容及其论证
,

例

题
、

习题一点点搞懂
,

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
。

( 2) 精学阶段
: 这是很重要的阶段

。

复习和整理

工作是精学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分析
、

总结知识系

统是这阶段中的重要任务
。

它是在初学阶段的基础

上进行的
。

要掌握知识系统的关键是要揭示 出理论

的结构与内在层次
。

高等数学 的多层次理论结构
,

在

教科书中没有用语言直接阐述
,

需要我们运用科学

的分析方法去揭示
。

揭示出知识系统的理论结构与内在层次
,

就能

统观全书了
,

就能了解每一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和

作用
,

抓住实质与内在联系
,

并从丰富的内容中
,

整

理出它们之间固有联系的线索来
。

只有这样
,

才算真

正掌握了知识
,

才能形成牢固的记忆
,

才有一定的解

题技能技巧
,

从而获得系统的
、

整体的知识
。

剖析理论结构与内在层次要通过
:

抽点
、

连线
、

扩展三个过程来实现
。

抽点
:

对理论体系实施逐节—
逐单元

—
逐

章

—
逐篇的

、

由个别到一般的剖析
。

通过剖析
,

将

每一部分的概念
、

定理
、

法则
、

理论的知识要点抽出

来
,

暂时舍弃那些次要的
、

枝节性的东西
。

连线
:

在程序上
,

先分析局部
、

再分析大片
、

最后

分析总体
。

在内容上
,

要寻求三种
“

要素
” :

一是各概

念
、

定理
、

法则
、

理论间的内在联系 (并在对 比中
,

加

以区别
,

识其本质 ) ; 二是贯穿于各部分概念
、

定理
、

法则
、

理论间的一根主线
,

不妨称之为
“

知识链
” ; 三

是在知识间的关系不断丰富和理论逐步发展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
“

知识结构图
” 。

扩展
:

在先前形成的知识框架的基础上
,

沿着各

个分支去发展
,

将相应部分加人全部细节
,

从而扩充

与上升到知识的总体状态中去
。

这时已不是原来教

科书中知识内容的简单重复和罗列
,

而是高观点的
、

有牢固支架的了
。

这样掌握的成串
、

成套的知识
,

是具

有 : “

空间
”

结构的知识
,

而不是
“

平面
”

铺开的知识
。

《2) 总括知识系统

知识系统的总括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以横

向为主
,

贯穿纵向联系的方式 ; 另一种 以纵向为主
,

贯穿横向联系的方式
。

总括出的知识系统可以用
“

图表
”

的形式给出
,

它具有内容完备
、

重点突出
;
结构清晰

、

融会贯通等

优点
。

通过它
,

可使我们对于知识的全貌有一个宏观

的认识
,

并且看清在知识总体上所归纳出的几条线索 ;

这样
,

只要牵动一点就可带动一串
,

便于记忆与运用
。

5 高等数学的部分知识系统

4 总括高等数学的知识结构的方法 :

( 1 ) 1剖析理论结构与内在层次

《1) 高等数学知识系统总结构框图

高等数学研究的对象是函数
,

整个理论就是考

察函数的内涵
、

外延的结果
。

下图中横的方向是考察

函数的内涵
,

对于函数的内涵的研究方法是极限方

法作为主线贯穿始终
,

去研究函数的若干性态 以及

局部变化状态和整体变化状态
,

相应地分为分析引

论
、

微分学
、

积分学等部分 ; 纵的方向是考察函数的

外延
,

知识间具有内在联系
,

多元函数的研究要以对

单元函数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 级数与微分方程的研

究则要以极限
、

微分和积分的概念为基础 ; 知识间具

有 一定的继承和积累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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