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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应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教育

所带来的挑战. 这一挑战是双重的: 一是如何利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给予的机遇来发展

有关学科的教育, 更新教育手段, 方式和方法以及内容; 一是一些基础学科如何面对生源缩

减和经费紧张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 我国的数学教育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

问题. 本文拟对本科(尤其是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数学分析课的改革谈几点意见. 

 

    作者的基本看法是: 1. 数学分析的教学方法有相当大的成份是注疏性的. 这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导致了数学分析教学中过度(甚至是只)注意逻辑推理``能力''的而忽略了数学分析

的其它部分能力的培养, 比如计算能力, 建模能力. 也使得数学分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往往

受限制于一本或几本名著. 2. 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为学习,应用和研究(发展)数学提供了新

的工具. 一系列的数学软件包直接与数学分析相关联. 应当在数学分析教学中有效地使用一

些软件包并且讲授与此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念, 比如加入一定的算法(algorithm)方面的内容. 

 

    我们从原有数学分析教材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后果, 我们对数学分析课的理解,以及

对数学分析课基本设想等三方面来陈述我们的看法. 

 

2. 原有数学分析教材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了解, 我国的数学教材总体状况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数学以实用为基本特点, 

所以我国近现代的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 1949 年以前我们大学的数学教材多从欧美引

入. 而 1949 年以后则以学苏联为主,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虽然力图有所创新, 但可见的成果

不多. 文革后又基本上是恢复苏联四,五十年代的教学内容, 其后又溶入了一些欧美教材的

内容, 有的也根据自己系里面一些方向的发展需要而加入一些内容. 

 

    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以及我国文化的一些特点, 现有的大多数数学分析教材具有以下的

一些特点: 1. 注疏性, 由于近现代数学的舶来品性质和我国的注疏传统,我们的教材往往是

对某本外国教材的注释本或注释缩写本, 因而缺乏对数学分析整体理解, 更谈不上提纲携领. 

2. 机械的实用性: 我们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 对有关内容做些删减, 比如文革前北京师范

大学数学系课程的设计就提出围绕着中学数学教学内容转的原则. 文革后虽然有所变化, 但

基本上还是被潮流赶着走,没有原则上的改变. 

 

    在具体内容上有以下几个问题: 1. 一元微积分的讨论不厌其烦, 而多元微积分则显得

相当薄弱. 这一方面是由于以往认为多元微积分是一元的平行推广, 这大概与菲赫金格尔兹

的数学分析教材的影响有关. 另一方面,由于一元部分相对简单并且结果很多,这自然为我们

的注疏潜力提供了发挥的舞台. 2. 对基本理论的处理上缺乏通盘考虑, 比如对ε-δ语言: 

或者把它注疏得的详而又详, 搞得学生(何止学生!)不知所云,更不知通往何方; 或者把学生

微积分学得不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ε-δ语言, 而提出种种弱化它的方案. 对多元微积分中



的隐函数存在定理和反函数定理, 或者认为没有什么用, 或者畏之如虎. 3.缺乏与科学和时

代发展相符合的应用实例, 尤其是多元部分. 4. 对级数部分, 对 Taylor 级数和三角级数的

讲法陈旧. 没有注意到数值分析和小波分析的发展及其到数学应用的巨大推动.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1. 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厌倦和惧怕数学. 2. 学生普遍认为数学没

有用, 希望改行. 3. 最后留下来继续学数学的学生不会应用, 也不愿意应用. 对于使用多

变量的数学学科则多取回避的态度. 

 

3. 我们对数学分析课的理解 

 

    我们认为数学分析课程对未来从事数学研究和数学应用及数学教育等方面人才的培养有

如下作用: 1.数学分析课程提供一个近现代数学的雏形或模型, 显示了近现代数学的基本特

点, 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证明方法. 例如, 如何把极限的思想由直观的描述升华成可以定量刻

划的严格数学概念, 什么是严格的数学概念, 由这一教学过程所能揭示思想无疑是当代数学

的最基本思想之一. 又例如, 多元微分学中关于隐函数和反函数的讨论, 不仅引入了一系列

非常重要的记号, 而且引入了许多重要的证明思想. 2.数学分析还是许多数学学科和理论发

展的参照, 从理论框架到具体结果, 比如泛函分析和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 3. 数学分析课

上所讲授的技巧和所作的训练是非常基本的. 这些内容无论是在数学研究,数学应用, 还是

在数学教师的培养上都是必需的. 4. 数学分析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什么是数学以及数

学所追求的境界: 数学是怎样一步步变纯的, 为什么要追求“纯”,“纯”的作用是什么, 等

等. 数学分析课程是本科课程中少有的能够揭示众多数学内涵的课程. 

 

    数学分析课教学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相当数量的教师对数学分析缺乏

理解以及自身数学素养不高, 因而只能把分析课上成注释课, 并由此衍生出许多莫明其妙的

东西. 

 

    师范大学数学系承担着为中学培养高水平数学教师的巨大责任. 教学上的任何失 

误都会自然地影响我国下一代的数学素养. 我们现在就正在承受以往种种失误所 

造成的损失. 我们不应当再让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了. 

 

4. 对数学分析课基本设想 

 

1. 结合数学史阐述清楚数学分析(微积分)所研究的对象, 方法和思想及其在整个近现代数

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在现今数学发展与应用中的地位及作用.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有较好的

方向性认识, 为以后学习过程中的严格训练作好心理准备.就目前的现况来说, 这方面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 

 

2. 实数系的完备性和极限的ε-δ语言要认真讲并且要对学生作严格的训练. 但应当尽量避

免故弄玄虚和不必要的繁琐论证. 

 

3. 严格训练计算能力. 一种较流行的看法: 认为计算能力比逻辑推理能力低一级,因而在教

学和思想上忽视对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 这种看法的片面性似乎与我们的封建传统有些关系: 

无论什么, 先分个高低贵贱再说. 实际上, 算一算往往是在科研和应用时的一种基本的探索

手段, 一些想法与启示也时常是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算一算的过程中获得的. 把计算能力比



逻辑推理能力低一级的观念使得我们的学生往往眼高手低, 在实际问题的处理上更是手忙脚

乱. 

 

4. 把使用计算机软件包(Maple, Matlab 和 Mathematica)的能力作为整个教学的一个有机部

分, 也就是说把这些软件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来学. 比如: 培养学生较好的直观想象能力和

使用这些软件包解决一些复杂的计算和画图问题. 让计算机的使用成为学生各种能力的一个

组成部分, 为此需要设计一些课题和引导学生去自己发明和发现一些课题. 在这一过程中, 

讲授一些这些软件包的一些运作原理,并与人的运算与推理作些比较, 这无论对于学生在以

后对计算机的使用与数学教育工作中都将有深远的影响. 

 

5. 把多元部分作为重中之重. 这无论从数学的发展, 还是从实际应用以及计算机的使用都

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多元微积分基础. 与一元微积分相比, 多元微积分的有关内容的处理还有

待深入些的研究. 这里要涉及到哪些是最基本的内容, 哪些是必须在数学分析课中完成的. 

对这个问题, 我们拟在以后的文章中做专题讨论. 

 

5. 结论 

 

    数学分析课内容设计和其教学的效果对我国未来的数学研究和应用工作者及数学教育工

作者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我们认为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数学分

析课程的改革工作做好. 

 

    当然这一改革本身是相当复杂的, 它与现在流行的数学数学教育的观念, 社会的现实状

况, 教师以及学生的现状等等诸多因素相关. 这就决定了这项改革需要各方面(尤其是数学

界)的共同关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