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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主要被动参与，大部分表现为
等、听、看，注意力不够集中，因而参与度很低，不能激发学
习兴趣，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学习低
效性?高校的教学不能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处于自我
封闭状态，关起门来教授基本概念，在方法和理论中打圈
子，致使学生在学了许多据说是非常重要、十分有用的知识
以后，踏上社会却不怎么会应用或无法应用，甚至在学校学
到的知识在社会上早已过时。我院从2008年开始在全院开
展学科竞赛活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在学
风大好的形势下，教师的积极性也充分发挥出来，出现教学
相长的双赢局面。

二、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在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独立学院旨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不以学术

型、研究型的精英教育为取向，而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
需要的技术型的大众化教育为取向，强调通识教育，和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学生不仅具有胜任某种职业岗位的
技能，而且具有应用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二次开发的
能力。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是指大学生在学校的组织和引
导下，依靠教师的指导，主要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开展学术科
技活动。它是独立学院实践素质教育的具体载体之一，因
为学科竞赛中的科技创新活动是一项全面的综合的活动，
也是一项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活动，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能够得到全面的锻炼，解决了高校课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
问题，从而缩小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强
大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大学生学科竞赛的开展，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相关学科
的知识面，加深其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有利于营造良
好的校园创新环境和氛围，对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培养、推进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我院对开展学科竞赛推广素质教育的探索
早期，我院学生对学科竞赛的认识还没有到位，普遍存

在着参与竞赛就是为了得奖，而实际往往投入和获奖不成
正比，导致竞赛的积极性不高。但在学院的支持下，经过5年
的探索和发展，学生参加竞赛的热情高涨，参加学科竞赛的
人数逐年上升，年均参赛已超过千人次，获奖率也逐年提
高。自2008年我院开始对学生进行数学建模培训并组织学
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均取得优异的成绩。几
年来我院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奖如表1。

同时，从2009年至2011年我院连续三年组织学生参加
了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得成绩为如表2。

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

赛已成为学院规模最大的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2011
年3月，我院成立大学生“数学建模协会”、“电子科技协会”、
“科技创新协会”，2012年5月，我院“数学建模协会”、“电子
科技协会”被共青团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科学技术协会、山
东省学生联合会联合授予“山东省优秀大学生科技社团”荣
誉称号。学科竞赛活动在我院开展的如火如荼，极大丰富了
大学生课外业余生活，有力地推动了我院学风建设工作。随
着学科竞赛活动的不断深入，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显著
提高，不仅表现在课堂的出勤率、自习室入座率的提高，而
且在学习方法方面学生明白了自己要学什么、怎么去学。通
过学科竞赛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视野
更广，知识面更宽。本文对2008年以来我院的竞赛情况进行
了统计。参赛人数由2008年的三百多人，到2012年突破千
人，在学科竞赛的带动下我院学生进一步深造的积极性也
空前高涨。参加专升本考试和考研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经过
几年的发展，学科竞赛已成为我院一个成熟的素质教育课
堂，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无论从学科竞赛获得的奖项来看，还是专升本、考研的成绩
来看，2012年都是成果丰硕的一年。2012年的成绩是五年来
不断开展学科竞赛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最能体现学科竞赛
对学生成长的积极作用。为次本文采集了我院2012年专升
本及考研成绩，对参与学科竞赛对学生进一步的深造和工
作的积极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统计中我们发现，每年参与学
科竞赛的学生中有十分之三是专科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专
升本考试。2012年我校参加专升本考试学生485人，其中有
122人录取，录取率为25.2%，与学院开展学科竞赛之前相
比，录取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在485名考生中，有参赛经历
的就有338人，有参赛经历的考生录取率达到30.9%，高出
平均录取率5.7个百分点。我们进一步采集了2012年我校的
专升本考生的成绩，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我们把考生中按
照有无参赛经历把他们分为两组，比较其专升本考试成绩，
检验参赛经历对他们的深造是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得到
如下（表3、表4）数据结果。

从学科竞赛看独立学院的素质教育
李文正

（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大学生学科竞赛有着常规教学不可及的特殊的教育功能，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推动教学

改革，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和推进独立学院的学科竞赛活动的参与程度和发展速度，是当前独立学院在

教育改革领域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针对我院具体情况，通过分析参加学科竞赛和未参加学科竞赛学生在考研、专升本、
就业、创业等若干方面的数据信息，阐述了学科竞赛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对我院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提

出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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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表4可得到以下结论：有参赛经历的专科生在专
升本考试中的平均成绩为238.0473，比我校未参与过学科

竞赛的考生高出20分。在方差齐性检验中F=1.043，P=0.
308>0.1可认为两样本方差相等；在均值的t检验中，t=3.
367，自由度df=483，双尾检验概率P=0.001<0.05，显著性水
平α=0.05下，认为两组的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即参赛经历
对专科生的学习有显著的影响。从专升本的考试成绩来看，
参加学科竞赛确实对专科生的学习有很大的提高，分析其

表3 组统计量

表4 独立样本检验

缘由，专科生由于基础差总是想以成绩之外的东西来证明
自己，学科竞赛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而优异的成绩反
过来又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为进一步论证我们得到的发
现，接下来我们又分析了同年我校考研的情况。2012年我校
有953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有247人录取。录取人数与学院
开展学科竞赛之前相比翻了一番。考研学生中共有273名学
生成绩超过了国家分数线，其中只有54人没有参赛经历，我
们进一步统计其考试成绩，并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分

析，得到如下（表5、表6）数据结果。
由表5、表6我们看到：有参赛经历的本科生的考研平均

成绩为346.1，比我校未参与过学科竞赛的考生高出44分，
优势很明显。

在方差齐性检验中F=10.01，P=0.002<0.1可认为两样本
方差不相等；在均值的t检验中，t=11.763，自由度df=112.09，
双尾检验概率P=0.000<0.05，显著性水平α=0.05下，认为两
组的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即参赛经历对本科生的学习有显
著的影响。尽管有些参赛的学生并未选择继续深造，但从其
就业情况来看参赛的经历是受益终生的。实践证明，学科竞
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学风建设工作。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自信心。通过科学科竞赛活动，学生视野更广，知识面更
宽，同时也推进了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学院在充分研究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教学新模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与创新能力。院级优秀立项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计
算机文化基础》已通过验收；作为限选课程，在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和通讯工程等专业开设了《数学建
模与试验》，并且在其他专业也开设了电子设计和数学建模
任选课。许多爱好电子和数学的学生踊跃选修该课程。学院
专门选派经验丰富电子和数学建模的教师讲授该课程，大
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数学建模的能力。我院
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独立学院创新教学的方法。而学科竞
赛以实践创新教学为基础，我们已建立了一系列长效机制，
促进学科竞赛的梯队建设。而立足独立学院的实际，通过学
科竞赛来锻炼学生，培养学生的做法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
意义。

1.学生选拔和培养。学生选拔其实是很关键的部分，我
们不以过去的成绩论英雄，放开大门，挑选对科技竞赛有浓
厚兴趣的学生。为那些上进的学生提供资源，不管他的基础
有多么糟糕，也不管今后会不会得奖，只要学生想学，我们
绝不拒绝，认真引导。

2.学科竞赛的梯队建设。在学生参赛队伍的建设中，一

定要有长效的梯队建设，使这个团队中以大四学生为纽带、
大三学生为主力核心、大二学生为辅助的结构组成。因为大
四的学生在其大三的时候已经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大赛，
有了一定积累和经验，但是同时考虑到其会考研和找工作
等因素，没有大量的时间，其在这个团队中主要负责，带团
队中的新人；大三学生就是本年度全国各类大赛的主要核
心成员；而大二的学生因为专业知识的不完备，在这个团队
中学习，为下一年的比赛准备。

3.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由于独立学院有母体学校大
量退休的有经验的老教授等资源，也坚持以“老教师带年轻
教师”的做法，使独立学院中大量的年轻教师快速成长起
来。

四、结论
近年来学科竞赛发展迅速，但是参加者毕竟还是很少

一部分学生，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必须与日常的
教学活动和教育改革相结合。十几年来在各学科竞赛的推
动下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相关学科竞赛课程以及与学科竞
赛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出版了若干相关的教材，一
些教师正在进行将各学科竞赛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平时主干
课程的研究和试验，最近几年出版很多高校教材都有学科
竞赛的相关内容。高校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提高大学生自身
素质和能力的教育。通过对我院学生考研、专升本、就业等
方面的研究，主张现行高校教育开设学科竞赛理论和实践
课程或把学科竞赛思想渗透到平常的教学过程中，大力推
行并加强大学生学科竞赛，在各学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上
打开一个通道，全面提高大学生学习各学科知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对各门学科教学体系和内容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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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三维图形和性质，仅需10条左右指令，就能得到

富于感染力的表现。
极限理论是研究微积分的基石，而二元函数与一元函

数极限的定义从外表层次看类似，可理解和计算难度上且
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当然也是微积分教学中比较抽象的重
点和难点概念。比如第一个重要极限，当x→0时，函数值

f（x）= sinx
x
→1，用纯数学符号语言刻画为lim

x→0

sinx
x

=1，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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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比较复杂，表现为四面八方各种路径，且（0，0）点是
f（x，y）的间断点。传统式的黑板课教学方式无法让学生直
观理解极限———”可望而不可及也，可以很接近，虽永远到
不了那个岸，却可得到精确结果”，以及间断点、间断线和间
断面的概念和应用了。但结合Matlab软件就能突破和刻画
这些困惑及触摸不透的理念，把函数极限和函数的性质表
现得一目了然。例如，在Matlab7.1编辑器窗口编写脚本式M
文件Mxgqx.m

x=-10：0.5：10；
y=-10：0.5：10；
[x，y]=meshgrid（x，y）；
z=sin（sqrt（x.^2+y.^2））./（sqrt（x.^2+y.^2）+eps）；
surf（x，y，z）
hold on
shading interp
box on
在Matlab7.1命令窗口输入>>Mxgqx，运行结果如图1所

示。
三、多关注Matlab的发展前景和影响力，就对微积分教

学多一点展望和期待
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求解

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也愈来愈多的应用于科学技
术的各个领域，新的数值计算性交叉学科分支不断涌现，如
计算力学，计算化学，计算生物学和计算经济学等，它们涉
及数学的各个分支，研究它们适合于计算机编程求解。这就
对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和改革的新理念，既要
保持纯数学的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又要有应用广泛
性与实际数值计算实验高度技术性。过去传统式地微积分
教学理念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如今的
教学理念不仅包括理论层面、操作层面和学科层面，而且还

需囊括交叉学科之间数值计算与软件实现层面。微积分教
学需开设数学实验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数
学知识、数学软件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实
际问题出发，借助计算机，通过学生亲自设计和动手，体验
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实验中去探索、学习和发现数学规
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运
用所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使用计算机并利用数学软件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数学素质和综合能
力的目的。

Matlab软件是一门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领域，改善学习
数学环境的锐利工具，通过对它的接触和应用，可以了解到
Matlab发展之历程、功能之强大、语言之简单，编程之高效、
绘图之方便、工具箱之丰富、应用领域之广泛、版本更新之
迅速、MathWorks公司基本概况之壮观。本科四年学生真正
学到了什么值得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晋升中思念和检验，
微积分教学训练了学生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什么样的动手
操作能力值得我们教师反思和改进。对Matlab没有接触或
深入了解学习的数学教师和学生，Matlab和MathWorks公司
的全球发展前景需要你们的关注。因为Matlab对数学教学
的作用以及对毕业生今后工作的影响、发展深造、帮助创
新、广泛应用、动手能力的培养值得深思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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