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数学物理方程”是数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主

干课程。针对该课程学时少、内容繁且难的特点，从调整教

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对“数学物理方程”课
程的教学作一些探索，期望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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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物理方程”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重要专业主干

课程之一。本课程作为偏微分方程学科入门性的课程，主要内

容是学习和研究三类经典数学物理方程，即波动方程、热传导

方程与调和方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准确理解偏微

分方程领域中一些常用的基本概念， 了解三类典型数学物理

方程的导出过程， 并能熟练掌握其相应定解问题的提法以及

经典的解法。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近年来本课程的学时有所

减少， 怎样在有限的学时内让学生掌握既定的教学内容成为

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使

得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逐步变成了大众教育。生源质量

在逐步下降，学生素质参差不齐。面对目前的教育现状，在“数

学物理方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易出现以下几类问题：
1.学生知识储备不足。 该课程通常安排在大学本科三年

级学习，所包含的知识点涉及“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常微分

方程”“复变函数”以及相关的大学物理知识。要想学好这门课

程，所需的知识量较大。
2.该课程内容繁且难，计算量大，理论性强，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会感觉枯燥、乏味，导致听课学生少，教学效果不佳。
3.教师只注重讲授，教学手段传统且单一，没有采用现代

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
二、改善方法

鉴于目前的教育现状， 为了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提高

教学质量，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数学物理方程”课程

的教与学。
1.调整教学模式。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教学中不能只注重于讲述课本知识， 可采用课本知识和课

外知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例如，在课堂教学中介绍一些

数学建模思想。 数学建模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中

的实际问题的过程，是一种数学思维方式。 同时，偏（常）微分

方程的方法也是数学建模中的重要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在保

持“数学物理方程”课程体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该课程的

教学中适当的引入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 既可以吸引学生

上课的注意力，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精神。

2.改变教学方法和手段。 “数学物理方程”课程涉及的概

念、公式和定理比较多，课时量又少。由于学生的生活学习中，
电子设备极为普遍，可以将微课用于“数学物理方程”的教学。
微课，即微型课程或者短期课程，有其独特的优势。 这样学生

对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课余时间可以通过便捷

的电子设备反复观看微课视频来巩固学习， 从而达到更佳的

学习效果。
3.科研反哺教学。 近年来，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在各个领域

中出现，产生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教材上所讲述的

方法和思想固然经典，但相对于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比较滞后。
而教师是与时俱进的， 如果教师能够将最新的科研进展和成

果反映在课堂教学中， 在 课 堂 上 向 学 生 讲 解 更 多 的 前 沿 知

识，更有助于高素 质 的 人 才 培 养，使 科 研 促 进 教 学。 这 样 的

方法也能有效地避免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 将科研和教学

相结合，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4. 改革考核方法。 目前，高校采用的是平时成绩（包括考

勤和作业）和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这样的评价方法虽

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但是还有部分学生平

时出现旷课等现象，寄希望于期末划重点，考前临时突击一些

知识点。要改变学生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应加强对学生平

时表现的考察。 平时成绩可包括作业、课堂上的提问、回答问

题和写小论文等部分。 这样的考核方式更能反映平时学与不

学的学生的真实情况。采取上述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才能真正检测出学生的学习过程。

三、结语

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起源于 18 世 纪 Euler，D’Alembert 等

数 学 家 的 工 作，到 了 19 世 纪 中 叶，由 于 Riemann 的 工 作，偏

微分方程已成为其他数学分支的重要工具。 本文通过深入和

广泛的调研和学习，分析当前“数学物理方程”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一些现象，提出本课程教与学上的几点想法，希望通过对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有效掌握本课程内容，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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