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8

2012年5月

第28卷    总第108期

中国·青岛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来源期刊

  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PD）收录期刊

  波兰《哥白尼索引》（IC）来源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龙源国际名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核心期刊

● 

●

●

●

●

●

●



基于产业价值链扩张的水务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李文明，王飞翔（1）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对策思考……………………………………………………………………………………………王玉英（3）

我国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分析…………………………………………………………………………………江卫（6）

我国高校财务文化构建途径研究………………………………………………………………………………………马艳莉（9）

基于专利信息传播视角的专利制度设计

        ——以专利公开期限的制度设计为例………………………………………………………康一，刘斌强，王茹，苏琦（11）

企业环境成本探析……………………………………………………………………………………………………刘文会（15）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现状综述研究………………………………………………………………………………………张婷（18）

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研究…………………………………………………………………管西三（21）

集团供应链管控下的加工中心管理建设实践…………………………………………………………………………回亚娟（23）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的探讨……………………………………………………………………崔永进，钱翌（25）

高校贷款规模发展趋势的研究…………………………………………………………………………………………李媛（29）

浅谈养老地产的发展之路………………………………………………………………………………………………朱文辉（31）

实验教学质量保障监控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叶庆国（35）

高校本科教学督导团队的建设与运行……………………………………………………………………………………姜真（38）

高校教学督导员素质结构探析………………………………………………………………王莉莉，陈克正，任素贞（44）

高校多校区办学教学督导体系探讨…………………………………………………………………………………张志耀（46）

高校新建校区督导工作探析……………………………………………………………………………………周桂莲（50）

教学督导在高校教风、学风和考风建设中的促进作用……………………………………………………………张彦军（53）

教学督导在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中的监控与引导………………………………………………………………赵春禄（56）

基于艺术专业特点的教学督导机制之研究与实践…………………………………………………………………于少华（60）

认真做好督导工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崔波（62）

抓教学督导，促课程建设…………………………………………………………………………………牛淑妍，付鹏程（65）

把握好督与导关系  做教师的良师益友……………………………………………………………………………刘桂华（67）

教学督导工作在课堂教学中的价值…………………………………………………………………………………许秀灵（68）

加强实验教学督导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赵亚红（70）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的思考…………………………………………………………曲建英，魏红卫，曹胜（72）

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探………………………………………………………………樊智敏，徐俊，杨画春（75）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关立强（77）

期刊基本参数：CN37-1394/C*1983*q*A4*120*zh*P*¥10.00*1000*88*2012-05

社会科学版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经济与管理】

【教学督导】

【教学研究】



第28卷 总第108期（2012年5月） 目　次
丙烯聚合工艺学的教学特点和内容……………… 贺爱华，冯莺，赵季若，邵华锋，马风国，魏燕彦，胡海青（79）

运动控制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逄海萍，刘喜梅（80）

信息工程专业综合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的探究…………………………………………………………魏权利，李丽萍（82）

过程装备与油气储运实验中心的建设与改革……………………………………………………………郭建章，胡德栋（84）

生物信息学教学策略的改革………………………………………………………………………………梁成伟，苏忠亮（86）

过程装备与控制专业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考…………………………段振亚，杨文祥，董营营，黄文博（88）

结合数学建模  推动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李春霞（91）

巧用多媒体课件提高机械设计基础教学效果……………………………………………………杨福芹，樊智敏，徐俊（94）

数学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讨…………………………………………………………………………………杨树国（96）

浅谈聚氯乙烯合成工艺学的教学………………………………邵华锋，冯莺，赵季若，贺爱华，马风国，魏燕彦（99）

关于提高高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思考……………………………………………………………………………王翠（101）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苗展丽，何燕，王泽鹏，马连湘（103）

工科院校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的研究……………………………………………………………………苏忠亮，梁成伟（105）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探讨与实践………………………………………………………………………张春玲（107）

温故推新：机械原理教学案例列举……………………………………………………………孟兆明，邹玉静，宋冠英（110）

制冷原理与装置课程教学改革探讨与实践……………………………………………苗展丽，何燕，张斌，马连湘（112）

乙烯和丙烯聚合工艺学教学内容比较………………………冯莺，赵季若，贺爱华，邵华锋，马风国，魏燕彦（114）

工科流体力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张攀，袁向丽，刘文秀，王永岩（115）

提高粉体工程课程教学质量的探讨………………………………………………………………………………李斌（117）

聚合反应工程教学改革的探索…………………………………………………………………魏燕彦，冯莺，林润雄（119）

大学物理中微分正负问题的反证法教学…………………………………………………………………………康俊佐（121）

塑料制品设计课堂教学改革初探……………………………………………………高长云，黄兆阁，李枫，孙素莉（122）

轴系结构设计实验的实践与探讨…………………………………………………………………………………王海梅（124）

磁粉探伤实验的教学研究与探索…………………………………………………王为波，褚晓珂，张卫峰，赵朋成（126）

浅谈大学基础化学教学方法…………………………………………………………………………………………申欣（128）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学实验室利用率…………………………………刘丹凤，邱桂学，邢政，闫志佩，史显宗（130）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教育培养工作长效机制研究……………………………………………………肖强，刘兆鹏（13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毛常明，刘同刚，相洪峰（135）

浅谈当前理工科院校人文教育的发展…………………………………………………………李钟超，吴峰敏，王丽（137）

论人文素质目标下大学生健康心理的构建……………………………………………………相洪峰，丛松涛，王垚（139）

浅谈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途径分析……………………………………………………秦洪庆，丁鹏（141）

基于网络环境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模式的构建……………………………………………………孙德菁（144）

【德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艳芳，张桂霞，祁丽华 美术编辑：郝文胜



96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2012年5月
（总第108期）

No.5，2012
General No.108

数学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讨

［摘　要］研究生教育是精英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根本目标。本文首先对当前数学类

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然后对研究生数学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对数学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教学改革；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一、前言

2012年，全国在校硕士研究生人数超过了350万，规模和

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与不断扩张的招生规模相对的是研究生

素质的普遍下降，传统的培养模式和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

时期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成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 高层次，担

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研究生教

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结合不同学科

的特点，采用恰当的培养方式和模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素

质和能力，把他们造就成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高素质的

复合型人才。

创新能力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 重要指标和体现，也是

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和教育的目标和根本。但从目前数学类

研究生的培养状况来看，其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培养目

标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培养模式普遍比较呆板僵化；

课程设置不合理，深奥抽象的课程较多；教学中填鸭式教学

盛行，过分偏重理论的分析和讲解，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等等，导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普遍缺乏科

技创新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纪对数学人才

的需要，严重阻碍了研究生的后续发展，成为数学类研究生

培养和教育的瓶颈问题。

结合目前数学类研究生培养的现状，本文对其培养中存

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数学类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

革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二、目前数学类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弊端

当前各高校的数学类研究生培养中都存在一些共性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培养目标不合理

大多数数学类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都强调“培养具备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教学及研究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在这样的培养目标中，

没有特别突出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导致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对研究生的基础知识培养关注较多，而对学生的科研能

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还远远不够。

（二）课程设置僵化

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以传授知识为目标，重理论、轻实

践”教育理念的影响，大多数学类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设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弊端：抽象性和理论性强的

课程较多，应用性课程比较少，如普遍开设实变函数、泛函分

析、拓扑学、近世代数、微分几何等，这些课程专业性太强，涉

及面窄，知识面局限。课程设置中的研究方向也不够突出，对

应用性或交叉方向的知识重视程度不足，任选课和实践平台

课较少，且对研究生选课的硬性规定过多，强调统一，不够灵

活，还普遍存在着因人设课的现象。在课程要求上也过于僵

化死板，灵活性差，很少考虑到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因素。

（三）教学内容枯燥

在大多数学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每门课程自成一

家，过分注重课程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即使有些教学内

容在不同课程中出现，但也仅仅是内容上的简单重复，并没有

体现出课程之间的渗透和内在联系，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学时

浪费。现行的数学教材也很少渗透现代数学理念，大多重理

论轻实践，过分强调严格的理论证明和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

培养，实际应用内容偏少，忽视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 杨树国
   　　（青岛科技大学　数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09GM017）
［收稿日期］2012-05-04
［作者简介］杨树国（1970-），男，山东曹县人，青岛科技大学数理学院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

迅
捷

PDF编
辑
器



97

的培养，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方法单一

长期以来，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一直占据着课堂，教

师大多采用填鸭式、保姆式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应用，重教

材轻实践，这固然与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有关，但主要的原

因还是教师的教学理念落后，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研究生数

学的学习与应用之间脱节，使研究生感觉到数学学得越多应

用越少，学得越深越没用，很容易产生“数学无用论”的悲观

论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什么创新能力

的培养。

现有的数学课堂教学模式和手段比较单一，传统的粉笔

加黑板还是教学的主要手段，由于一些课程的书写和画图会

占用大量的教学时间，使有效的教学时间极大地被缩短，也

使学生非常容易产生疲劳感，采用现代的教学手段已是改革

的必然。

（五）课程安排欠佳

在课程安排上，大多数学类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如《实变

函数》、《近世代数》等，均在第一学期集中开设，加上英语

和政治理论课，使得研究生整天忙于上课，再加上数学课程

本身难度太大，集中学习给研究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学生

根本无暇将所学内容有效地用于解决专业课和实际中所遇到

的问题，使学生缺少对数学实质性的理解，既影响了后续课

程的学习，又不利于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数学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建议

（一）调整培养目标

对于数学类研究生，培养目标应要使学生具有宽广的数

学基础知识，掌握常用的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

数学应用能力和创造力，从而造就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教学改革除了要坚持对学生基础

知识的扎实培养外，还要高度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尤其是把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很明显很突出的地位，把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作为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二）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应根据数学类研究

生创新教育的要求，将原课程体系中相互孤立或内容重复的

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增加富有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数学课程，

构建由基础平台、应用平台和实践平台组成的平台课程群。

其中基础平台课包括泛函分析、近世代数、拓扑学等，应用

平台课包括高等数理统计、 优化方法、小波分析及应用等，

实践平台课包括数学实验、数学建模等。实践性课程及教学

环节不仅能检验研究生的数学理论知识、动手能力与研究水

平，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科

学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所以要特别重视实践性课程在研究

生能力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构建“知识、能力、素质”

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推行“课内与课外结合、教学与科研结

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要加大选修课在课程设置中的比例，充分重视研究生的

个性培养，为研究生的自由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如加开高

级应用统计、金融数学、密码学及信息安全、计算机应用数

学、多元统计分析等课程，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解决知识结

构的个性问题；还应该打通专业之间的壁垒，利用学科之间

的相关性、互补性以及根据数学研究生学习的进程和专业需

要，与其他交叉学科和专业（如计算机、经济学等专业）联合

起来，实行课程互选互认的办法，鼓励研究生能够跨专业选

修一些实用性强的课程，如《高级程序设计》、《软件工程》

等，在更大范围内跨专业自由选修，给研究生以更大的选择余

地，加大力度对研究生进行个性培养，使研究生具备交叉学

科的知识，在专业领域内做出创造性的成果［1］。

（三）革新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每门课程的教

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首先要先讲解

基本的理论知识，使学生理解透彻知识点，同时结合一些较

为简单的题目做练习，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构建合理的知识

结构，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再循序渐进，引入一些问

题，并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和解决，使他们体会到解决问题的成

就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后

在教学中适当加入一些现代的数学内容，使学生体会到数学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欲望，自

主地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改进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的，要将创新理念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全面系统地贯穿在每一

个教学环节中。对于数学类研究生的教学，必须改变以往单

调的“填鸭式”教学，要根据课程的不同性质，采用灵活多样

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如基础平台课

要以讲授为主，系统讲解数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建

立较完善的数学知识结构；应用平台课采用讲授和学生文献

阅读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数学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应用

情况；实践平台课以讲座和学生实践相结合，通过参加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等活动，提升学生应用数学的创新能力［2］。

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参与度不够的特点，尽量压

缩讲授式教学的比重，大力开展互动式教学，将案例教学、实

践教学和专题研究教学结合起来，增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度，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创造力。这其中“问题教学法”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通

过不断给学生提出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讨论与反

思，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采用

“课题教学法”，在教学中渗透科研活动，真正实现教学与科

研结合，让学生受到科研的初步训练，在课堂中科研、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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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从而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3］。

（五）丰富教学手段

据调查，目前研究生普遍认为，数学课堂的教学内容枯

燥无味，教学手段单一。为了改变这种看法，除了改变教学方

法外，还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尤其是要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教学手段，创设直观

形象和生动的教学场景，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率。但应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并不等于全盘抛弃传统的

教学手段，因为黑板的随意性、生动性和互动性不是多媒体

所能完全替代的，因而在实际教学中要合理地将现代化教育

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质量

和效果。

（六）合理安排课程

若要在数学类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充分体现创新，可以根

据实际灵活安排课程，将学位课和任选课分散安排，将学习

的时间适当延长一些，如可安排学位课和选修课在第一学年

内学完，同时在第三个学期加上几门应用性强的跨专业选修

课，这样既可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和负担，不耽误专业知识

的学习，又能保证研究生学习的连续性和实践性，使教师和

学生有时间来完成知识的积淀和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训练。

（七）树立国际化的指导理念

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中 关键的一环是导师的指导，从

入学开始，导师就应该对学生的各方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包

括其数学基础和应用能力等，为学生制定合适的培养方案，

尤其是要注重提升他们的科研的品位和科研能力。要指导

学生开展专题案例研究，让学生参加自己的科研课题，在科

研过程中逐步引导学生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同时要指导学生

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增强他们的国际意识，促进其思想的开

放。此外，还应让学生多参加一些国内外的专业会议，多听一

些学术报告，去吸取一些专家的经验，这对于开阔学生的视

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4］。

四、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

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

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创新素质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

重要目标，也是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人才

的培养从知识性教育转向创新能力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

程，任重而道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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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视听神经，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

果。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课件并不是完美无缺

的，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虽然一些学生课堂上听得仔细认

真，但课后写作业时却不知如何下手；课堂教学信息密度大、

节奏快，部分学生可能会跟不上，时间一长甚至对课程的学

习失去兴趣，教学效果反而不好。另外就“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而言，并非所有内容都适合采用多媒体教学，一些推理

分析、例题讲解，以及零件的设计计算等，还是以黑板板书

为好。以教师板书为主，再辅以挂图和模型相结合的传统教

学手段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定

思考的余地。

在讲解机构自由度的计算时，笔者采用传统的“黑板+

粉笔”的教学方式，在黑板上画出机构的运动简图后，首先

采取互动方式，引导学生识别并正确处理“复合铰链”、“局

部自由度”、“虚约束”等注意事项，并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在

图中的合适位置分别圈出；在此基础上，正确判断出机构中

的活动构件、低副和高副，并用阿拉伯数字分别标注；然后

在简图旁边列出自由度的计算公式，带入相关数据进行计

算。这里传统的讲解过程可以让学生明白：平面机构自由度

的计算公式很简单，关键在于正确的分析。再如，在讲解齿

轮传动、滚动轴承等的设计计算时，通过简明扼要的板书让

学生明确计算方法和设计步骤，而在每一步里，则详细讲解

所用的公式，特别是公式中各参数的含义及其选取原则，指

导学生查阅相关图表，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

综上所述，针对“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知识点多、理论

性强、概念抽象、公式和图表多、与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

教师应充分发挥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合理安排多媒体课件内

容，巧妙运用多媒体课件中的图片、动画和视频，并灵活地将

多媒体课件和板书等传统的教学方法相结合，使课堂变得更

加生动，从而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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