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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中心和数统学院举办工程数学系列课程教学研讨会 

10月 24日下午，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数学与统计学院联合举办的工程数学系列课程

教学研讨会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召开。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马知恩教授、专家组成员王绵

森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的教学副院长兼数学教学中心主任李继成教授、数学教学中心副主

任李换琴教授、赫孝良教授以及任课教师 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特邀了能动学院尹邦华

教授、电信学院邓建国教授、电气学院马西奎教授等三位专家参加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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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工科数学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学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数学物理方程》等四门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探讨进一步改进这四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提高教

学质量的对策措施。 

一年多来，在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下，数学与统计学院针对工程数学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成立课程教学小组、实行新教师开课试讲制、组织集体备课和课外专题

讲座、改进考试方法等一系列措施，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与会教师认为，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四门工程数学课程教学质量，还需

在深入分析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会教师提出了如下意见

建议：①组建课程教学团队，人员应以课程责任教授为首，确保队伍稳、水平高；②进一步

改进集体备课方式方法，提升效果；③对新开课和开新课的教师，包括刚博士毕业的新教师

开展更为扎实有效的教学帮扶工作；④优化教学内容，探讨在现有课时数下，按照“宁愿学

少点，但要学好点”的思路，适当削减内容，降低对某些理论的要求，并加强学生应用能力

培养；⑤在关注基础和能力较差的学生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对部分优秀学生的培养。 

如何加强工程数学理论教学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应用

数学的能力，是专业课和基础课教师共同关注的重难点问题。以这次研讨为起始，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数学与统计学院将继续与相关工程专业院系展开形式多样的探讨，逐步研究形成

科学有效的教改思路。 

此次会议既是对工程数学系列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的一次自查自省，又是教学服

务机构、相关院系共同参加的一次联席研讨，将对理清新形势下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思

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的教学现状 
数学教学中心副主任  李换琴 

 

我先介绍一下《线性代数》课程的情况。《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课程是全校本科

一年级的大面积基础课，除日语、英语、法学、医学外，其他专业都单独开设此课。每年大

约 120个小班，3200人左右，今年有 25个大班（第一学期 23个，第二学期 2个），任课教

师 18人，每个大班 150人左右，最多达 195人。 

教学方式采取任课教师自教自辅，主要任务包括上课，每周批阅作业不少于三分之一，

每周至少答疑一次。 

本学期任课教师职称分布：总人数 18 人，其中，教授 4位、副教授 3位、讲师 11位。 

本学期任课教师年龄分布：50岁以上 2位，40-50岁 13位，35-40岁 3位，35岁以下

没有。 

学校在去年和前年都要求我们工程数学的教学质量要提高，因此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

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1.数学教学中心与课程组组长（每一门课都有）定期进行教学法活动，组织课程建设等，

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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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课教师针对作业完成情况，对比较差的学生每个星期进行个别辅导、质疑、答疑，

并填写辅导答疑情况记录表，包括答疑的问题、学生信息等的详细记录，每周将此表交至课

程组组长。 

3.开设多种形式的课程讲座，内容包括《线性代数》课程的应用案例、疑难问题选讲等，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期末考试前进行题目辅导，还会有一些周末的培训（提高班、基础班），帮助学生复

习提高。 

5.在开学初补考前开设补考辅导班，帮助不及格的学生补习，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也

有一些问题，部分学生参加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不去。 

6.课程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法活动，包括集体备课、制作电子教案、编写典型例题

等等。目的是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也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料。 

7.数学教学中心与课程组组织示范教学。 

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师队伍不稳定。《高等数学》课程有基本稳定的队伍，教师任教多年并且讲课比较

好才能上，很多教师刚取得授课资格就可以上《线性代数》课了，而且有的老师今年上《线

性代数》，明年又去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后年又可能上别的课了，这样的话新老师刚刚

上了一年有点体会了，第二年又换了别的课程，过了两三年又来上《线性代数》。教学队伍

不稳定的情况还是对教学质量有影响的。 

2.学时数偏少。这门课程多的是 58学时，但是有 4个学时的数学实验；少的是 48学时。

这样课程只能非常赶、非常紧的把内容讲完，几乎没有时间上习题课，也没有时间给学生举

一些应用方面的例子让他们体会一下《线性代数》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我们觉得《线性代数》

这门课程真的非常有用，但是学生体会不到。所以，如果能增加 6-10 个学时、最少 6 个学

时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习题课里归纳、总结，讲解一些题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讲一些应

用性的例题，这样的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3.有些上课教室没有多媒体。《线性代数》课程要手写的东西很多，如果能用多媒体，

教学更有效一些。但是《线性代数》课程大多数老师没有排到多媒体教室，全部用手写有点

浪费时间。 

4.学生课程太多，没时间复习。一年级学生因为同时要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

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课程，基本上是上完课就是做作业，没有时间复习，而我们希望上

课 2个学时之后，学生可以用 3个学时来复习，效果会好很多。学生经常急于赶作业，有的

就是抄答案。本学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包括《高等数学》的学生），做作业不抄题，

没有过程，只有结果，因为很多学生就是特别忙，没有时间。工程数学课全部都有答疑时间，

有时老师很难安排一个公共的答疑时间，有的老师不得不把答疑时间安排在周五晚上，甚至

周六周日。因此我觉得学校的课程设置有点不太合理，课程也太多，学生也的确很累。 

5.个别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个别新开课的年轻教师可能还需要其他年龄较大的

老师帮扶一下，提高教学水平。 

上学期我们经过很多的措施之后，《线性代数》课程考试成绩有很大的提高。之前每年

线性代数的不及格率在 10%-12%，2012年的《线性代数》不及格率只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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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发言 
 

邓建国（电信学院）：中学数学和大学数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数学关系、数学方

法、数学概念、涉及领域完全不同。中学数学中，学生能建立和处理简单的函数关系就基本

到位了。在大学数学里，要建立起极限、空间、域等等概念，与中学数学相比是有很大的飞

跃的。 

我认为提高数学教学质量，一方面，要通过授课过程中的例题、习题，使学生有所体会；

另一方面，要在专业课学习中通过具体的应用，加深学生的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学习

数学时，解答例题和习题的功夫没有下够，必要的感觉没有形成，到专业学习阶段不少学生

就会躲开涉及数学较深的内容。听听概念还可以，但是应用数学解决问题时就很难做到得心

应手，逐步地远离数学。这就带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西安交大培养的学

生和其他学校的相比失去应有的优势了。按理说，我们的学生在模型抽象能力、数学工具应

用能力等方面是应该有明显优势的。在一般的工程问题的解决上，其他学校的学生并不差，

只是不能够很自如地把一个工程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再给出数学问题的求解，这个问题值

得重视。 

我们学院 63 届校友苏军红院士，在红外热成像技术研究、制作军用夜视仪方面非常有

成就。最近几次校庆的时候，我和他都有过沟通。他就说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数学好一点，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能够通过数学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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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很有启发性。 

现在情况是，我们的学生努力程度不够，教师都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不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教学中去，教学双方实际上下的功夫还是有所欠缺的。教师的科研课题不少，还有研

究生要指导，面对 100多个本科生就很难对每一个都用心、有针对性地去指导了。记得当时

杨泽高等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两三次大课结束就会安排一次讨论课或是习题课，课上对问

题的讨论很充分，对学生的帮助也很大，理清了很多可能不到位的认识。当然，现在情况有

了很大变化，我们上学那会儿上午有课，下午和晚上基本都是自习，实验的量也不如现在这

么大，辅导答疑工作很充分。比如《数学物理方程》课，上习题课的是原来交大研究生会的

主席，带着大家把教材后面的题目几乎都做了一遍。为得到标准的模型形式，有的时候一个

下午都在讨论一个或几个题目。这种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我感到我们现在学生都很聪明，但是功夫不下够，光是以通过考试为目标，基础是打不

牢的，尤其是工程数学。什么叫工程数学？工程数学的精髓就是结合工程问题来看数学工具

如何运用。学生在学习工程数学的时候，未必会感受到所学的数学知识的价值，以及和工程

问题的联系。比如你用留数定理去求拉普拉斯变换的时候，就会感到当初学了留数定理挺有

用的，反过来讲，没有这种应用的促进，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体会。 

想想那时候杨老师他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来组织教学，真是不容易。总之，我感到数学的

考虑问题方法和思维方法，还是得靠老师和学生们有所投入才能够磨得出来。 

 

尹邦华（能动学院）：我是来自核工程和核技术系的，我们系用数学用的是最多的，

可以说所有的工程数学都用上了，在我们的教材里都有反映，但是学生也不可能都学。所以

我们就开了一个座谈会，想听听一些博士生和大学生的班主任对工程数学的要求和体会。 

首先，我们专业的同学反映学时数太少。这个少跟多是怎么比的呢？以前我们是工程物

理系，五年制，为了学四大力学必须把数学基础打好，所以数学的学时很多，改了以后就越

来越少了，总的讲就是时数不够，这个和老师没关系。我们主要是搞粒子输运，如果不考虑

粒子本身的碰撞的话，它是一个积分微分方程，7个变量（空间 3个、能量 1个、方向 2个、

时间 1个），是一个积分微分方程。在解的时候有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积分方程，有时候做

好多近似以后就变成一个偏微分方程，再加上核能有热工、有流体，因此涉及到工程数学的

东西比较多。普遍反映有些专业课用的到内容没有讲，最基本的是讲了的，但是时数有限，

不可能讲得很充分。 

第二个问题是大部分同学提到工程数学都感到害怕。因为课程不及格率相对于其他课程

是比较高的。最怕的就是解的一次性和稳定性，而以后用的也比较少。因此建议增加一些应

用例题。比如说上《核反应堆物理》，后面有个习题，大家知道原子弹在爆炸之前是两个半

球是属于可控状态，是收敛的，但是在引爆的时候变成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圆柱或一个球了，

变成发散状态就爆炸了，但是分离变量的时候，一般都是方的、长方的或者是正圆柱的，我

们课后的那个习题大部分同学都做不出来，比如说这个半圆柱 r、θ 、c，有很多同学做不

出来。所以，如果在讲数理方法、讲分离变量的时候能够增加针对某些专业的一些例题，对

学生后续学习的帮助作用会更大，也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第三是有些知识学了也不会用。比如δ 函数，在我们这里用的比较多，但是使用起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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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如果离开具体例子讲授学生很不好理解。我问学生老师上课有没有讲过，他说讲过，

但是到用的时候他就觉得挺玄了，因为当时没有举什么例子。再比如格林函数、格林公式，

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我考虑，理论方面的要求可以稍微降低一点，但在应用方面应该增加更

多的例子，而且给核工专业上课的数学老师不妨可以和专业老师课前先沟通交流一下。我们

曾经从数学系引进过两位老师攻读我们专业博士学位，效果很好，可以看出这种“嫁接”是

可行而且有益的。 

此外，能不能针对不同专业的实际需求，将学时数和教学内容作相应的调整，这个问题

也值得考虑。 

 

马西奎（电气学院）：我们西安交大的数学教学质量向来是好的，还是应该积极地

看待我们的教学情况。我看到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保通过率这样的做法有点过头，应该逆向

思维，对学生管得太多反而不好，要有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甚至适当淘汰一部分人也是完

全可以的。 

工程数学教学应该工程化。我们现在的课程偏程式化，如果我们能在教学中提出典型案

例，就可以很好的结合工程实际问题，让我们的学生学了工程数学后今后还能用的上，这才

是真正的工程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