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步一步爬梯子——与高职新生谈学好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课程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理工科类专业学生必学的一门课程。学习高等数学，

将会提高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 

    一、我们一定要学好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是大学学习生涯中要过好的第一道坎。 

    学好高数，信心和决心很重要。 

    以微积分为主体的高等数学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学科，掌握好高等数学的知识和方法，

无论你将来在什么领域内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理工科学生并不专修数学，但是数学课是必修的主干课；我们虽然不想当什么数

学专家，但是一定要成为一个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里的懂数学的行家里手。  

    学好高等数学，究竟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说特殊的方法？说“有”也对，就是勤学

苦练多做题；说“没有”也对，想走不花力气的捷径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哪怕征途劫难九九八十一，一关一关往前冲； 

        纵有行程漫漫二万五千里，一步一步有尽头。 

    不怕基础差，就怕不努力。大学生的恐“数”症犹如登山者的恐高症，并不难克服。不

要往别的地方看，盯住脚下的台阶，累了就闭上眼睛，在路边休息片刻喘口气，恢复过来

再接着爬，爬着爬着也就上山了。  

    二、我们一定能学好高等数学 

    数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正是这一点使一些学习者从小学到大学畏惧数学课程的学习。

有人因为高中数学学得不很好，在面对高等数学时，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看懂、学

通这门课程。如果增加对这门课程的自信心，不要畏惧它。你会很容易接受这门课，你会发

觉其实这门课程并不难。 

    1．预习，能提高听课效率 

    做好预习是学好高等数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学生对学习高等数学的感受是：“上课听得懂，作业做不来”。说到底，还是上课没真

懂，而其因素之一可能是没有认真预习。 

    对于预习，有的同学会觉得特别累，既费时间，又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大家对

预习的“要求”没掌握好，把预习当作了自学。实际上预习与自学是两个不同概念。 



    下面就具体谈谈高等数学课程的预习要求。 

    首先预习内容不要太多，根据老师的教学进度表，只要把下一次的教学内容预习一下

就行了。 

    其次掌握好精略得当。 

    对于较浅显的内容，预习时可以看得细一点，思考得深一点。 

    对于较艰深的内容，可以看得略微粗一点，思考得浅一点。即便如此，恐怕也要硬着头

皮把一个完整的内容看完。 

    最后告诉你预习与听课效率的关系。 

    预习过程中，“模模糊糊、似懂非懂”应该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对于“似懂”之处，课堂上老师会帮你把模糊的影子变成清晰的形象，会使你的认识

得到“纠正”、“补充”，变“似懂”为“真懂”；而对于“非懂”之处，在课堂上你一定

会听得更认真、更仔细。 

    高等数学的教学进度是比较快的，每节课上要学的内容很多。如果没有经过预习，要想

跟上进度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不可否认，也有不少同学觉得不经过预习，高等数学也能学得蛮好。但请允许我反问一

下“如果你预习工作做好了，是不是有可能把高等数学这门课程学得更好呢？” 

    从近期看，预习可以提高听课效率。从远期看，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可以为自学能力

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2．听课，要专心 

    认真听课，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就不多谈了，这里只谈谈记笔记的事。要学好

高等数学，一定要学会记笔记。 

    记笔记会使听课更专注，也能帮你有效地进行课外的复习巩固。 

　　

    有些同学不会记笔记，只要是老师所讲，言无轻重、话无巨细，统统照记不误，忙得不

亦乐乎，哪里顾得上同步思考。如果是这样，倒还不如不记。 

　　

    课堂笔记没必要追求齐、全。只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记就可以了。但是课后复习时，一定

要对笔记进行适当的整理补充，这就是一本好笔记。如果能再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与点评，

那就是笔记的极品了。 

　　



    如果预习得好，那么对哪些该记、哪些可不记，也会更有的放矢。 

　　

    现在多数老师上课都用上了多媒体课件，但谁也不会是照屏宣科，精彩之处常在屏外

的补充与发挥之中。这些补充与发挥之处尤其要详细地记。 

    3．复习，要精心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复习是最重要的环节。 

    有心理学家研究过 “知识遗忘规律”，学习新知识后最初遗忘得较快，以后遗忘逐渐

减慢。所以刚学的东西，一下课就要及时复习，而且要经常复习。 

    如果你在每一次新课后都能做到及时复习和经常复习，那么一年以后的专转本复习时，

只要在你的“记忆库”中进行轻松的搜索、回顾，专转本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4．作业，要下苦心 

    作业是复习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做作业的复习是虚空复习，不复习而做的作业是低效

作业。看书、看笔记、做作业，当然需要有先、后的次序，但是适当地交替进行会更有实效。 

　　

    如果说做好预习是提高课堂听课效率的充分条件，那么及时完成好作业就是学好高等

数学的必要条件。 

　　

    老师所布置的作业是最低量作业要求，如果完成这些作业后还找不到明显的感觉，就

应该适当地加大自己的作业量。 

　　

    作业是为自己作的，抄作业欺骗的是自己。 

　　

    老师批过的作业一定要认真仔细地看，这不仅是对老师辛勤劳动的尊重，更是纠正自

己的错误，以免重犯的绝好方法。 

    若对老师在作业本上的批语没全搞明白的地方，必须及时问老师。 

    5. 答疑，解决问题不过夜 

    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疑问。思考越深，疑问越多。有疑问是好事，攻克

的问题无论大小，积累起来就是“学问”。 

    我们的功课门数很多，而精力很有限，不能全都花在高等数学一门功课上。 

    “冥思苦想”也不能死耗时间，自己想不明白，再问同窗学友。互相切磋，集思广益，

兴许就会产生绚丽的火花！ 

    为学生释疑解难是老师的天职，我们学校里老师除了上课、开会，上班时间一般都会在



办公室，这是你应该充分利用的宝贵资源。只要是教数学的，随便遇到哪个老师都可以问。 

    答疑时，不要总希望老师把问题的解答向你和盘托出。而那些只给你以适当提示和启发，

让你自己继续思考的老师绝对是个好老师。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老师不够热心，那你就错了。 

    这时候，需要你用足够的耐心，认真地按照老师的指点，动手演算一下。如果老师点拨

之后，你真的懂了，那是最好。否则，就要穷追猛打，彻底弄懂。没有弄懂就是没有弄懂，

不要不好意思多问，不要担心老师会不耐烦。老师一定会给你第二步引导，第三次启发，直

到完全弄懂为止。 

    6. 课外阅读，看书有选择 

    高职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学习要求还是很基本的，考试也不会偏、难、怪。如果你没有特殊

要求，就没必要去博览群书，读懂教材就可以了。如果你打算考专转本，在读懂教材的基础

上再做一些模拟题也就足够了。 

    最后，送给大家华罗庚教授的箴言：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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