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计算机应用数学》是高职高专各计算机专业

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其主要内容取自《离散数

学》，是随着计算机科学发展而逐步形成并蓬勃发

展的现代数学分支，在算法与数据结构、程序设计

语言、数值与符号计算、数据库与信息检索系统、计

算机图形学等各专业领域均有广泛应用。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后续

专业课程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同时可以培养学生

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数学》课程的现状分析
基于高职院校数学基础应用与专业理论相结

合的办学特点，以应用为目的，以够用为度的要求，

专业基础课程要以“服务于专业”为核心思想，“坚

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教学的理念，从而教学内

容应略去繁琐的理论论述，注重数学思想与方法的

培养，强调数学知识的应用，这样才能适应当今高

职高专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计

算机应用数学》课程在各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仍

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没有合适的教材

现行的《计算机应用数学》教材大多是本科《离

散数学》教材的简单删节，偏重于纯数学理论，与实

际应用脱节。学生在学习时容易感到教学内容比

较抽象、枯燥，提不起学习的兴趣，降低学习的主动

性，而且在应用方面的缺乏也使本课程不能更好地

为学生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服务，使得数学基础与

专业理论无法合理衔接。

2.2 教学内容选择不恰当

在传统教学中，《计算机应用数学》教学体系庞

大，内容繁杂却又零散，一般包括线性代数、计算方

法、数理逻辑、集合论、关系、图论、代数系统等内

容，而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课时相对紧张（以学院

为例，本课程的讲授时间是一个学期48个课时），因

此教学内容不能囊括以上七大块内容，于是在选择

教学内容时,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甚

至出现因人而定或因教材而定的现象。

2.3 只重理论教学，忽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计算机应用数学》作为一门数学课程，在传统

教学中一般只重视理论的讲授，在其应用方面涉及

很少，以至于学生只能掌握书本上的定理公式，无

法将数学基础活学活用，不会对实际应用建立数学

模型，更不要说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数学软件来解决

实际问题了。

2.4 教学手段较单一

目前仍然有很多老师采用传统的板书讲授法

教授《计算机应用数学》课程，教学手段不够灵活。

比如在讲授线性代数部分的教学时，行列式和矩阵

的运算都需要大量的板书，部分计算量大的题目，

黑板都不够书写，而且在外观上也显得不够美观，

这一点在讲授图论时尤为明显，学生在接受时认同

度不高，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2.5 课程考核方法单调

多数院校在考核本课程时仍采用平时作业加

期末考试成绩的考核方式，导致学生中出现到期末

机械地背公式定理的现象，忽视了本课程作为专业

基础课是以应用为目的，采用一张理论型的期末试

卷来衡量学生应用能力的方法是不全面的，这与注

重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是相违背的。

3 学院《计算机应用数学》课程改革的措施
3.1 编写一部合适的教材

一门课程是否有与其教学目标相配套的课程

教材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该课程面向高职院校的

教材大多仍以理论为主，涉及应用部分的教材甚

少，针对本课程的“掌握概念、强化应用”的教学特

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和发

展趋势，笔者自编了《计算机应用数学》教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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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书中的每个章节都由实际案例引入教学；其次，

在课后习题的设置上，放弃了传统的数学练习题模

式，主要采用与专业课程或日常实践相关的问题作

为练习题，重点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建立数

学模型并使用数学方法解决的能力。不仅如此，笔

者还编写了配套的《计算机应用数学实验手册》和

《计算机应用数学实验报告》，作为学生上机实验操

作的教材。经过几年的试用，各方面反应良好，并

且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教材在试用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考虑在教材使用成熟之后公开出版。

3.2 颠覆传统教学内容设置，采用“菜单式动态模

块”课程设计

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如何更好地为

专业服务是首要的任务，而传统教学模式已无法适

应当前的课改形势，为此，考虑到《计算机应用数

学》虽然教学体系庞大，但是它每个章节的教学内

容却是相互独立的，即无论增加或是删减哪个章节

都不会影响教学的连贯性。针对本课程的这个特

点，笔者颠覆了传统的教学内容设置方式，采用了

菜单式“动态模块”课程设计方略。

首先，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整合成以下八大模

块：集合论、线性代数、数理逻辑、关系、图论、计算

方法、代数结构、有限自动机。这些模块之间相互

独立，各成体系。然后，由计算机各专业的专业课

教师，根据他们各专业设置的情况以及专业教学要

求的不同，挑选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时需要用到

的数学基础模块，不需要的模块则可以不做选择。

这样，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有不同的教

学内容，当个别专业设置的方向有改变或者微调

时，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立即根据专业要求做出

调整，实现了教学内容的一个“动态化”，而由专业

课教师“点菜”的方式，使得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能够

更加贴近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这种菜单式的动态

模块课程设计的方法真正实现了基础课程与专业

课程的对接，充分体现了本课程“服务于专业”的核

心思想，体现了《计算机应用数学》作为一门专业基

础课程的课程地位。

另外，还根据各专业的教学要求整合新的教学

模块，不断完善可供选择的教学模块的“丰富性”。

3.3 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引入探究性学习内容

3.3.1 作业内容设计为专业课程问题和实际生活问题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学习态度直接会影

响教学的效果。为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

们对本课程的学习热情，要尽量消除本课程与学生

生活的距离感，将本课程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

让学生感受到他们所学的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

笔者对作业的设计较传统教学有了较大的改进。

在传统数学课程教学中，作业以数学理论的练习

题为主，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考虑到强

化应用的教学方向，布置的作业都以自编教材课

后的实际应用题为主，强调作业要与专业课程或

实际生活问题接轨，让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真正

应用到实际中去。除了自编教材上的实际应用题

以外，鼓励学生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带进课堂，师

生一起探讨是否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加以解释或者

解决，并且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他们遇到的

困难进行研讨，教师可在具体方向上进行引导，指

导学生查阅各种相关资料，在前期结束前，每个研

讨小组给出具体的探究性学习书面报告。通过这

种应用型作业设计方案，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与思维，提高学生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3.3.2 每个教学模块结束后进行上机实验操作

随着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数学

软件都具有优化计算的功能，这种强大、便捷、迅速

的计算能力与人脑的计算能力相比有着巨大的优

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后，可

以考虑使用数学软件来完成繁琐的计算。因此，笔

者在每个教学模块结束后都设置了2～4个课时的

上机实验，培养学生利用MATLAB7.0软件解决相应

模块的一些实际应用问题。比如图论模块，笔者选

择了最短路问题和最小生成树作为上机实验的内

容，要求学生先将实际问题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然后把模型转换成MATLAB语言输入电脑，由电脑

给出计算的结果，最后对电脑给出的数据进行优化

分析。通过设立上机实验操作课程，让学生掌握

MATLAB7.0的基本使用方法，体会数学软件在优化

计算中的便捷，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完善学

生建立数学模型、解决数学模型的能力。

3.4 丰富教学手段

3.4.1 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

多媒体教学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

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

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

过程，以多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

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由于该课程在

教学中涉及大量图形和表格，使用传统的板书教学

通常存在效率低、课堂信息量少、可观性差的问题，

因此该课程非常适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可以较

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上课时间，使课堂教学走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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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化、智能化。不过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时，要注意遵循“用之有度、用之有时、用之有效”的

原则，根据讲授内容的特点将课件与传统板书有机

结合，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信息和发挥学生

的学习能动性。

3.4.2 建立网络教学平台

在该课程的教学中，由于涉及许多探究性学习

内容，需要大量使用讨论教学法来进行教学。讨论

教学法是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进行探索

创新的有效工具，但是限于课堂教学时间和环境等

原因，讨论课很难有效地展开。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了“计算机应用数学

交流论坛”。论坛由课程的教师负责管理，学生可

在课余时间登陆论坛对未解决的一些数学问题进

行交流探讨，教师负责给予适当的指导。在此平台

上，可实现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自

由沟通，并且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通过建立网

络教学平台组织学生展开交流讨论，既解决了讨论

教学法在课堂上受时间和环境影响而导致讨论效

果不理想的问题，又充分利用了学生的课余时间，

缓解了课程课时紧张的矛盾，将课程的教学延续到

了学生的平时生活中，达到以学促用的效果，大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其方便与高效是

传统教学手段所无法达到的。

3.5 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

课程的考核方式应当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和

教学要求加以设置，不仅要体现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掌握能力，还要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笔者

将该课程的考核设置成基础理论、实验操作以及探

究性学习三个部分。基础理论成绩为每个教学模

块结束后的理论知识测试的平均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实验操作成绩为每个教学模块结束后的上机

实验操作的平均成绩，占总成绩的30%；探究性学

习成绩包括学生平时在网络论坛交流的表现、应用

型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在学期结束前形成的探究

性学习课题的书面报告三个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

10%、10%和20%。课程的考核贯穿在了学生学习

课程的整个过程中，能够比较全面的评价一个学生

的学习态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应用动手能力、实

践创新能力等是否已经达到课程的教学目标，特别

强调了应用能力的考核，符合课程以应用为目的，

以够用为度的要求，“以用促学、学以致用”的教学

理念。

4 结语
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数学》课程改革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工作，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笔

者本着服务于专业，坚持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使课程的结构更加趋于合

理，并且希望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中，能够真正实

现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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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of applied mathematics of compute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roduces the concrete measure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our college, and proposes the course design of dynamic

module on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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