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一）线下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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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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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海峰 数学学院 1966.2
基础部

主任
副教授

2607367999@ qq.com 总体规划课程

设计课堂教学

2 张素方 数学学院 1977.9
课程负

责人
讲师

zsfczg@163.com 课堂教学课堂

设计

3 王旦霞 数学学院 1979.01
课程负

责人
副教授

2621259544@ qq.com 课堂教学课堂

设 计

4 段周波 数学学院 1979.06 副教授
duanzhoubo@ 163.com 课堂教学课堂

设 计

5 王晓云 数学学院 1972.10 教授 xywang0708@ 126.com
课堂教学课堂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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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来，承担本科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研究生《概率统计》、《科学计算》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年平均 300 学时

以上；

1. 主持的教改项目： 主持省教改项目：面向独立学院的大学数学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11 年

(2)主持校教改项目：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19 年

2.教学研究论文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工科数学改革的探究与实践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10 月 第 37 卷增刊

3.出版教材：

微积分与数学模型教程（上）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高

等数学（上） 副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高等数学（中）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4.获奖情况：

(1)2005 年《高等数学》获山西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 第二完成人。

(2)2013 年《高等数学》获山西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第二完成

人。

(3)2019 年“双一流”地方高校基于多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数学课程改革与

实践 获山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第三完成人。





3.资源建设

现有基本资源

（1）教材《高等数学》第七版，同济大学主编 自编的教材《微积分与数学模型教程》

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教学大纲、教学日历

（3）高等数学 PPT 电子教案

（4） 自测题和试题库

（5）习题册

（6）反例库、案例库

（7）数学建模案例

（8）考试、评卷系统

4.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考试形式由单一期末纸考改变为纸考、机考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成绩由平时作

业、 章节考试、实验、期中、期末成绩等几部分组成，总评成绩按期末成绩占 60%，其余

成绩占 40%确定，并且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调整。

5.组织实施情况

我们以课堂教学为主、注重课堂教学质量以及每节课所发布的信息量、以启发式教学

法、知识与能力并进教学法、教学论文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讲座式教

学法 等一些在实践中经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

讲练结 合，提问，讨论等多种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学生

学习的主 体出发，让学生处于再发现的地位，给学生展示数学发现的思维过程，引导学生

数学知识的 发现之路。其次，将数学建模思想及数学实验融入教学中，在每个大类教学内

容（如一元微 分学、一元积分学、多元微分学、多元积分学、微分方程等）之后，学生书

写数学建模小论 文以及数学实验案例教学，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比如

对课堂教学的三种 形式：讲授、自学和探索，对概念较强、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可发挥教

师授课的长处，让教师通过启发式教学，讲清、讲透。特别注意高等数学中蕴藏的创新思

维方法的传授，对于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通过师生讨论、学生自学、写小结等多种方法以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并不定期地组织学生进行问题的讨论与探索。



6.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经过近三年的教学探究与实践，高等数学内容体系逐步完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更适合人才的培养，学生对工科数学学习兴趣有了极大提高。采

用标准化考题，期末考试的 及格率逐年上升。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数学活动，也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中获国家一等奖 4 项，国家二等奖 18 项，省一等奖

44 项，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国家一等奖 1 项，ഀ等奖

4



六、课程建设计划

建设计划：在不断完善线下课程的同时，开始向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过渡，到 2022 年完

成高等数学网上内容及体系，上传主讲教师的教学视频。定期更新网络资源。到 2025 年建 设

成《高等数学》课程网上资源，使课程建设走在全省同类课程的前列。

步骤：

2020 年 10 月完成《高等数学》课程设计知识点，PPT 课件制作，设计每个教学单元的 测

验题及作业，并开始录制教学视频。

2021 年 9 月开始上传《高等数学》讲课视频，大一新生同步开始学习，开放讨论区，

同时完善已有的期中、期末、单元试题库、测试题库、应用问题库。

2022 年 6 月完成所有视频上传。初步形成完整的《高等数学》课程线上资源。

2022 年 12 月，进一步完善、扩展学习资源，建立起《高等数学》线上课程。 解决的

问题：实现线上线下翻转课堂教学。 改进措施：努力挖掘课程特色融入思政教育，做有温度

的教育，用爱去温暖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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