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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時代的標誌 
所謂資訊，是指對於事物及其狀態確定性的度量，凡在一種情況下能

增加確定性（或減少不確定性）的任何事物、媒介或行為，都可稱作資訊 
[1]。而資訊時代的標誌就是以資訊作為標識，以網路作為橋樑，並在人類

生活中通過資訊的輸入、處理、輸出來解決問題。在這裏網路又分為「天

網」和「地網」，所謂「天網」是指通過通訊衛星傳播資訊，而「地網」即

是指電腦網路，即所謂的 internet 資訊時代是一個「天網」和「地網」綜

合利用的時代。資訊時代的資訊總是無處不在的，有萬物皆是資訊之感。 

二、大學數學教育的實質 
所謂數學教育，就是運用數學知識、技能、數學思想、方法、觀點對

人進行教育，發展人的智慧，思想道德品質和個性。數學教育可分為小學

數學教育、中學數學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等不同層次。另外，由於數學還

可分為初等數學、高等數學、現代數學，因此又有初等數學教育、高等數

學教育、現代數學教育等說法。大學數學教育泛指大學階段的數學教育，

其實質就是在教學中運用數學知識、技能、數學思想、方法、觀點，對大

學生進行教育，培養大學生的數學素質，發展大學生思想道德品質和個性 
[2]。 

三、大學數學教育面臨的課題 
隨著資訊時代的到來，電腦和通訊資訊技術得到空前的發展，諸如 PC

機、CD-ROM、多媒體、網路、資訊高速公路等名詞不斷向人們湧來並迅

速地進入到現實生活當中，而人們的思想卻跟不上這些技術帶來的變化。

時代需要我們考慮資訊技術與大學數學教育的關係。當前大學數學教育面

臨著兩大課題：其一是大學數學教育應該進行哪些改造才能滿足資訊時代

的需要；其二是現代教育技術對大學數學教學改革能發揮哪些作用，在新

技術的支援下能否創設更理想的大學數學教育，以克服傳統教育難以解決

的某些困難。針對這兩大課題，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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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時代大學數學與大學數學教育處於一個甚麼樣的位置？ 

2. 資訊時代的大學數學教育怎樣才對大學生的未來發展更加有利？ 

3. 大學數學教育是否需要技術？ 

4. 資訊技術對大學數學教學的內容、方法、模式、觀念將產生甚麼

影響？ 

5. 資訊時代的教師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發生甚麼變化？ 

下面從這五個方面加以闡述，與大家探討。 

1. 資訊時代大學數學與大學數學教育處於一個甚麼樣的位置？ 
當前，數學和電腦結合起來已經形成一種所謂的「數學技術」。事實上，

電腦並不是法力無邊的，它不會自己建立數學模型，不會設計適當的演算

法，也不會自行編制程式軟體。電腦擅長的，只是按人們編制的軟體程式

快速的進行數位計算和符號演算。在這個意義上容易理解大學數學可以幫

助人更好地駕馭電腦，電腦越發展就越需要數學素質高的人。正是電腦與

數學的結合才獲得了廣泛的成功，甚至根本改變了許多技術領域的面貌。

電腦快速處理大量資訊的功能使諸多領域能夠進行定量研究。這說明電腦

為數學提供了通往科學、工程技術和社會生活廣泛領域的通道。電腦開闢

了一個高技術時代，也開闢了一個數學化時代。在這個意義下可以說明，

資訊時代要求它的成員具有更自覺的數學意識，更靈活的數學頭腦。於是

緊跟著的問題是，大學數學教育如何才能滿足這些要求？首先是大學數學

教育的目的。傳統大學數學教育中大學數學學習目的並不很明確，而資訊

時代的大學數學教育要求提高大學生的大學數學素質。通過大學數學教

育，學生應該對大學數學的價值有正確的認識，懂得大學數學在資訊社會

中應用的廣泛性。其次，我們以為大學數學教學中應滲透電腦意識。這不

是說把數學課變為電腦課，而是要學生意識到越來越多的問題可以歸結或

表示成為能用電腦手段處理的數學問題。當初笛卡兒在《思想的指導法則》

裏設計了一個解決各種問題的模式： 

(1) 把任何問題化成數學問題。 

(2) 把數學問題化成一個代數問題。 

(3) 把代數問題歸結為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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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兒在這裏要給出了解決天下所有問題的萬能模式。雖然這是不實

際的，但他的思想卻是深刻的，特別對電腦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有重大的

現實意義。實際上可以用電腦處理的問題相當廣泛。但是，首先需要找到

能反映問題規律的數學模型，然後尋求適當的演算法，再編制電腦能識別

的程式。在上機運算以前有大量的數學工作要做。所謂在數學教學中滲透

電腦意識，就是要滲透數學模型的思想，演算法的思想和程式的思想。例

如：在講授重積分計算時，可以告訴學生，利用數學軟體計算重積分已經

成為可能。 

2. 資訊時代的大學數學教育怎樣才對大學生的未來發展更加有

利？ 
電腦的重要性已經被廣泛認識，電腦是進入 21 世紀的通行證。但是大

學數學在未來社會的重要性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接受「數學盲難以進

入 21 世紀」觀點的人並不多。那麼未來社會的特點是「電腦化」還是「數

學化」，既然電腦的功能如此強大那麼是否可以少學一些數學呢？實際上，

情況恰恰相反，在資訊社會裏，正是電腦的廣泛應用，加速了現代社會的

「數學化」進程。由於越來越多的問題需要歸結或表示成為能用計算手段

處理的數學問題，數學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空前提高了。有的專家認

為，電腦作為一種功能強大的計算工具，對推動計算方法的進步有劃時代

的意義。電腦超乎人們想象的計算速度，使一大批原本由於手工計算的局

限而難以解決的問題，一下子獲得了解決。於是電腦把計算方法推向了人

類科學活動的前沿，成為與實驗、理論推導並列的三足鼎立的科學方法。「由

電腦推動的當代計算方法的興起，並形成與實驗方法、理論方法並立之勢，

是伽利略、牛頓以來在科學方法論上的最大進展，推動著科研實踐中一場

深刻的，不可逆轉的變革。」因此，在進行大學數學教育時，我們一定要

把數學教育與電腦應用聯繫起來，在數學教育中滲透電腦應用意識。同時

改革傳統教學方法，調整教學內容，增加一定的數學實驗，為學生進入 21
世紀打下良好基礎。例如：講授極限概念時，可以通過數學實驗引入。 

3. 大學數學教育是否需要技術？ 
從多數老教師的眼光看，這個必要性並不迫切，對大學數學教學而言，

許多老教師已經習慣了粉筆與黑板。電腦技術在教學中的優勢還沒充分地

顯示出來。同時，由於電腦專業人員開發的大學數學教學軟體目前極少，

且教師又不滿意，認為對大學數學教學的實際意義不大，因而對電腦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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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興趣不高。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把電腦引入數學教育將帶來深刻

而廣泛的的影響，它不單會影響到教學內容的變化，而且將引發教學方法、

教學模式、教學觀念等等一系列的變革。由於電腦能將文字、圖形、動畫

和聲音有機地編排在一切，從而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增強學習的積極性；

對大學數學教學而言，特別令人欣賞的是電腦的快速計算本領與絕妙的處

理圖形的能力，人們斷定電腦將能迅速改變大學數學教學的面貌。然而從

CAI 興起至今，人們期望看到的奇蹟還沒有發生，借助於電腦促進數學教

學改革的進程相當艱難。一個大問題是教學軟體。市場上數量不多的大學

數學教育軟體多半是課本搬家式的電子書或變換方式的習題集。這類教育

軟體使人們對 CAI 產生了懷疑：「原來這就是 CAI 呀！看來與其用這類軟

體還不如認真地看看書，更不如聽有經驗的教師講課。」電腦還是難以進

入課堂。於是教師只好親自參與開發軟體，由於教師遠比一般的電腦工程

師熟悉教學、瞭解學生心理，所以這類軟體可以在教學中發揮一定作用。

但問題又來了，那就是開發效率太低，一節課用的軟體需要幾十個小時開

發，誰都難以長期堅持下來。加之每一個軟體都體現了開發者的個性，在

當前每一位教師都要在課堂上展現自己個性的情況下，教學軟體難以推

廣。於是各地都在開發大都只在自己的教學中應用的屬於自己的軟體。面

臨以上困難，多數教師不願做吃力不討好的事，還是鍾情於粉筆與黑板。

同時，低水平的重復開發又引來對 CAI 的種種非議：用大量的人力物力搞

CAI 是否值得？在現時條件下 CAI 到底能給教學改革注入多大的活力？ 

4. 資訊技術對大學數學教學的內容、方法、模式、觀念將產生甚

麼影響？ 
傳統的大學數學教育面臨困難。內容陳舊；大部分數學課堂沒有擺脫

以教師傳授為主的注入式，數學課難以喚起學生的積極性；大學數學教育

並沒有做到面向全體學生，真正的「因才施教」至今還難以實現；從教學

目標看，決大部分精力還放在應付考試的單純解題訓練上，數學知識的形

成過程被淹沒了，數學與實際的生動聯繫不見了；從教學模式看，基本上

還是教師講學生聽的班級授課，學生被動學習的局面沒有改變，缺少必要

的「個別化」教學與學生彼此之間的交流，學生的課堂參與是極其有限的；

從教學評估看，大部分是憑經驗「摸著石頭過河」，難於及時準確地瞭解教

學資訊，因而我們的教學策略難以保證有很強的針對性；從教學手段看，

沒有擺脫「粉筆加黑板」的束縛，計算與畫圖還是傳統的手工方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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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基本上還屬於個體的勞動。大學數學不僅是學生的沈重負擔，也是

教師的沈重負擔，綜上所述，傳統的大學數學教育在喘息，陳舊的內容，

陳舊的方法，陳舊的觀念，缺乏生氣的課堂，事倍功半的效果，傳統教學

似乎使出了全身的氣力，卻仍不能滿足數學化時代的需求談到資訊技術對

大學數學教學的內容、方法、模式、觀念的影響，這就使我們認識到大學

數學教學的內容是該調整了，有的內容太難而無實用價值，相反的情況是

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太少，以至於學生感覺大學數學無用，因此也不會認

真地學；我們的教學方法僅僅局限於粉筆加黑板恐怕行不通了；我們的教

學模式也得調整，單獨由教師「一言堂」不適宜了；我們的觀念也得更新，

等等。 

5. 資訊時代的教師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發生甚麼變化？ 
無論教育技術怎樣發展，數學教師都是不可替代的。不過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的角色在變化，工作方式在變化。他從知識的傳授者變成學生學習

活動的組織者與教學情景的設計師。他從個體的手工業勞動者變成資訊社

會教師團隊中的一員。大量的重復性工作將被更富創造性的勞動所替代。

他將更方便地利用資訊技術提供的教育資源，同時他又需要在此基礎上進

行再創造。他不但需要掌握一定的現代教育技術，而且更需要有現代的教

育觀念，堅實的數學功底和精湛的教育藝術。總之現代教育技術對教師提

出了更高的要求。一隻高素質的數學教師隊伍是 21 世紀對大學數學教育的

最重要的需求。 

綜上所述，電腦能給大學數學教育改革注入強勁的活力，但電腦技術

不是關鍵的因素，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教師，是資訊時代大學數學教師的教

育觀念。實踐呼喚理論，過去多年傳統教學形成的大學數學教學法，大學

數學教育觀念顯然不能圓滿地解答現在湧現的許多新問題了，資訊時代需

要我們探索和發展數學教育的新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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