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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学习方法之我见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张正 0512683 

摘 要： 数学如今已经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在科学发展中具有高度重要性的 

学科。实际上，数学研究极大地开阔了人类思想的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数学，就难于创造出当代的科学成就。高等数学 

是高等学校许多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针对高等数学这门课程的特点， 

有意识地研究和总结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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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主要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 对自然和人文科学有巨大 

的影响。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南开大学更要求所有专业的学生至少学习一 

学期高等数学。我们作为人文类专业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更多的 

困难，因此学习方法是否得当显得更加重要。 

一、为什么要学习高等数学 

在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发生变化并遵循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数学对于现 

代人整体素质的意义，对于社会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也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的。 

恩格斯说：要辨证而又唯物的了解自然，就必须掌握数学。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 

说：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领域能够抵得住数学的渗 

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领域中许多研究对象的数量化趋势越发 

增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并深入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角落。诸如此类现象，向 

人们提出一个迫切问题： 每个要想成为有较高文明素养的现代人应当具备一定的 

数学素质。因此对文科大学生来说，高等数学教育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数学教育要培养学生运用数学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 

在对数学知识的记忆，更主要的是掌握数学的思维推理方法。某些定理或公式可 

以记忆一时，而数学独有的思维与推理方法却能长期发挥作用，甚至受益终生。 

因为他们是创造的源泉，是发展的基础。对人文类学习者而言更培养了我们的理 

性思维能力，使得思考诸多问题时更加严谨全面。数学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有助于精确理解世界的每个方面。 

二、怎样学好高等数学 

（一）高等数学的特点 

1. 高度的抽象性。第一，在数学的抽象中只保留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而 

舍弃了其他的一切；第二，数学的抽象性是经过一系列阶段而产生的，它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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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程度大大超过了自然科学中一般的抽象。 

2. 严谨的逻辑性。数学的每一个定理，只有当它已经从逻辑的推理上严格 

被证明的时候，才能成立。数学定理必须有数学证明。 

3. 广泛的应用性。例如，掌握了函数导数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就可用它来 

刻画物理学中的速度、密度等；而导数在经济学中可以被解释为边际这样一个基 

本的概念。 

（二）切实抓好六个环节 

1. 预习。在上课的前一天或前几个小时进行预习，重点阅读要讲内容的定 

义、定理和公式部分。目的在于：一是听课时心里有底，不至于被动地跟着老师 

跑；二是知道哪些地方是重点和自己的难点，再有目的地有重点地去听，并深入 

思考这些重点、疑点，就会主动些，收效也更大。在大学四年中，更重要的是着 

眼于培养会学的能力，会学的内涵中就有自学，而预习则是培养自学能力的一个 

重要环节。 

2. 听课。课堂上老师的进度较快，所以应带着充沛的精力，带着获取新知 

识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带着预习中的难点、疑点专心听老师的讲解。若有听 

不懂的问题，用短暂时间思考一下，若还不明白，则千万不能停留在此问题上， 

可在教材相应地方做记号，课后思考或请求老师及同学的帮助或看参考书。 

3. 记笔记。老师不仅会讲书上的例子，有时会讲一些思路和方法，还有些 

内容可能书上没有，所以应做好笔记。但听课的中心是听、看和思考，忙于记录 

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则是不科学的。另外，也要以精练的文句、较快的速度做笔 

记，可使用一些数学上的符号语言进行记录。有了笔记，课后一定要翻阅，常见 

同学课上忙于记笔记，课下却再也不复习，这样的笔记用处甚微。 

4. 复习。孔子曰“学而时习之” 。复习最好在当天（或第二天）进行。复习 

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虎复习，草草翻阅书和笔记，没有钻进去，收获不大； 

另一种是读深读透，深入钻进去。复习时第一要“钻进去，找问题” ，一个人如 

果学习时提不出问题，往往是所学知识还停留在书本上，并没完全进入大脑。第 

二要“钻出来，理好头绪” 。虽然把各部分掌握了，但复习并没结束，还要通过 

分析综合对比，把教材合起来时知识脉络清晰明了。 

5. 做作业。老师会布置作业，但做作业是自己向高数主动出击的重要手段， 

也是检验自己对听课、复习收获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课堂以听为主而无暇 

思考而言，课后作业则是对自己听懂了多少、掌握了多少的一个检验，也是对我 

们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训练。每次作业完成后，还应花一 

点时间重新回味一下作业有关的知识，看能否归类，以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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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答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点，应及时请教老师和同学，切勿“拖欠” 。 

若越拖越多，则会丧失学习兴趣和信心。 

以上的方法，是在总结本人的一些经验、教训，并吸取了别人的建议而得到 

的。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六步可以说是普遍适用的。以此作为学习一年高数的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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