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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叙述了案例化教学的现状、功能、教学目的和实施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探讨了“工

程化”办学理念下我校高等数学开展案例化教学的意义和局限，指出了进行案例化教学应注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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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化教学是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和教学方法的不断尝试、探索中逐步形成，伴随着

教学手段的进步、提高而日趋完善、系统并逐渐成

熟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作为体现“理论教学实

践化”的具体形式，搭起克服教学上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的桥梁，该模式由哈佛商学院首次应用于商业

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此基础上，案例化教学

才真正开始应用于工商课程的教学，现已成为商业

教育领域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全

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我国各种教育亦开展

了案例化教学应用于课程教学的摸索和尝试，其中，

管理科学、MBA 、法学等相关课程的应用取得了较

好效果。 

一、案例化教学概述 

（一）案例化教学的功能 

案例化教学法作为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具有启发、诱导等功能，能够有效弥补理论教学中

实践性不足的缺点。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学中以学

生为中心调动学生积极性，用具体、生动的案例引

导、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由浅

人深的理解。 

（二）案例的形成及教学目的 

案例化教学中所采用的案例来源于实际中已解

决的问题。通过把从实际中采集到的真实事例加以

典型化处理，以形成适合教学内容要求，可供学生

思考、分析、判断和当前理论、方法掌握下能够解

决的案例。通过学生开展以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

题为中心的独自研究、分析，同学间、师生间的相

互研究、讨论，进而提出求解问题的见解，做出解

决问题过程中使用理论知识、手段和方法的判断及

决策，逐步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方法解决问题，

在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理论、

方法的掌握水平和决策能力的目的。这种教学目的

性不但反映在单个案例的学习中，而且反映在案例

教学的全套设计上。通过—个个精心选择安排的案

例学习，在反复分析与判断的实践中，使学生学会

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经过不断对比、思考、领悟、

概括、总结和归纳，建立起—套独特的思维体系。

这个学生自我参悟的过程会带来学习与工作能力的

升华与质变，这是案例化教学最宝贵的特点与最核

心的目的。 

（三）案例化教学实施中教师的作用 

实施案例化教学就是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在

教师的引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解

决问题的方法。这就要求教师结合以往讲授过和当

前需讲授的教学理论、方法的内容，去选择教学所

需的案例。具体教学实施中，教师需做到以所选案

例为先导和思维主线，课下,采用提前下发案例资

料，以自由结组或分组的形式，有组织的开展阅读

和讨论，使学生了解案例中的可用信息及需解决的

基本问题；课上,联系所要讲的原理，采用边讲边议，

评议结合。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

及时发现他们各自的闪光点，并加以归纳、概括和

总结，从中找到求解问题所使用理论、手段和方法，

以此促使学生理解、认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达

到学用结合的目的。由于这种教学法应用案例来说

明原理，可以发挥教师教学过程的技能技巧是在一

定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与一定教学任务相联

系的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 

二、我校高等数学课程开展案例化教学的意义 

思变、求变，在变化中去探究、摸索适合学校

发展和学生实际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是教改不变的主

题和方向。学校以“工程化”定位和“工程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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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为指导思想，倡导课程的案例化教学是与体

现办学特色的定位和理念相一致的。具体到高等数

学课程而言，其意义是： 

1.改变传统数学教学由概念、定理到实例的教

学模式，有望改善数学知识传授中学生只是被动接

受者的局面。 

2.在实际案例的分析、求解过程中，有望增加

师生间在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上的互动，提高利用

数学理论、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生学习数

学的主动性。 

3.在不同实际背景案例的解决所呈现出思想、

方法上的共性发现中，去体会数学是其它科学的基

础，并对其它科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涵，以此

提高学生的总结、归纳和概括能力，锻炼抽像思维，

增强创新意识。 

4.在实际案例求解的推演和结果分析、描述中，

去体会数学理论的严谨和语言描述的完美，以此提

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5.在实际案例的体验、鉴赏和独立求解中，了

解准确的数学和实际需求结果的近似间的差异，体

会数学在指导实际问题解决的作用。 

6.可促使教师了解专业所需、所求，拓展其它

专业知识面，有利于实现数学与专业的衔接，同时

提高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三、我校高等数学课程开展案例化教学的局限 

1.高等数学课程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学生对

数学的认识和学习方法还停留在应付高考的教学状

态之中，实际案例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并不具备，因

此，相比于其它课程的案例化教学，高等数学课程

的任课教师需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教学时数； 

2.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时数的压缩，使得完成教

学基本要求的内容已存在不足； 

3.高等数学面向多专业大合班教学的现状，无

形中收缩了实际案例选取的范围。 

四、高等数学课程案例化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案例教学是以案例为教学起点，案例的好坏是

教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案例选择直接影响教学的

质量和效果, 因此，选择案例和案例化教学实施过

程应注意： 

1.案例应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应与所学

理论知识相关，目的是通过案例让学生获得某方面

的知识。 

2.案例要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案例一定是来源

于生活实际，或是从生活中筛选提炼出来的，同时

带有趣味性更好。 

3.案例与所学专业相关。选择案例时，重点要

考虑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且具有典型性的案例，通

过案例分析讲解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 

4.案例化教学实施过程最好能形成一案突破，

多案相辅的局面。 

5.实际案例从问题的提出、分析、条件的假设

到模型的建立和求解的全过程，在突出建模的同时，

使学生体会数学理论在解决问题的指导作用，了解

准确性是近似的可靠基础，是提高近似效果所使用

的一切手段的保证，激发学习数学的动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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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 based teaching mode i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ZHANG Zhi-hai, PANG Pe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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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us, function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case-based teaching, and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under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case-bas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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