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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分方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实践。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最强有力

的数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能用微分方程研究的实际问题非常多，

几乎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示了它的无穷威力，尤其是在工程

技术、军事、经济、医学生物、生态等领域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在高等数学中，微分方程最直接的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之处。 

一、教学分析 
 

本次教学内容选自我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一年级下学期 

的课程——高等数学。课程是该专业的基础课，一共 108 学时。在此 

之前，学生已完成了一学期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根据课程目标，对 

所选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从而得到教学内容的 7 个单元，分别是： 

函数、极限、连续、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微分方程、

二元函数微积分。本次教学选自第 6 单元微分方程的 4节共 8 学时。 

表 1  内容安排 
 

模块 项目（学时） 核心问题 

 
微分 

方程 

微分方程概念 列车脱轨问题 

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 “新冠病毒”——传染病人数问题 

一阶齐次微分方程 发动机冷却问题 

一阶非齐次微分方程 汽车滑行速度问题 

 

 

表 2 岗位需求及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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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 
 

对象 

 
职业岗位需求 

学情分析 

优势 劣势 

 
汽车 

 
能够掌握汽车运用技术 

 

 

 
有一定的积分基础 

 

 

 

 
 

前期积分理论基 

检测 专业的基本知识，具有 

与维 汽车生产装配调试、故 及汽车理论知识和 

修技 障检测维修、汽车美容 专业素养。对数学软 础不扎实，接受 

术专 装饰、汽车驾驶、车辆 件有一定的了解。希 能力不强，抽象 

业一 鉴定评估理赔、车辆事 望看到数学理论解 思维也不足 

年级 故查勘、营销与服务能 决实际的问题 

学生 力等职业岗位技能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岗位需求和学情分析，确定知识目标、

能 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下： 

知识目标：理解微分方程、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一阶线性

次和非齐次微分方程的概念，会求解微分方程。 

能力目标：判断普通方程与微分方程的区别，确定微分方程

的阶数；能分辨出不同类型的微分方程，并且用对应的方法来求

解这样的微分方程；会用 matlab 求解微分方程。 

素养目标： 通过求解微分方程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了解微

分方程的意义；建立微分方程与实例的联系，感受微分方程魅力；

数学软件的操作，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

团队精神，在将来的职业岗位上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价值。 

 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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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遵循“以应用为导向，以能力为目标”专业结合、学以致 

用的理念进行教学设计。 

依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本次教学内容采用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自主探究、多元评价的教 

学方法，实行分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引入云课堂、微信、数

学软件、flash 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化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动

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教学过程从时间上分，可以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学 

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探究学习、课后拓展学习完成整个教学过 

程。 

本次教学内容，采用云课堂在线测验、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等多 

元评价方式，多维度、多样化的综合评估学生学习过程。 

三、教学实施 
 

每一节布置相应的实际问题作为课前作业，通过思考、讨论、

分析、解决逐步的瓦解一节的内容，做到循序渐进。 

第一节：以 2020 年 3 月湖南省州境内发生列车脱轨事件为例； 

第二节：以“新冠肺炎”——传染病人数问题为例； 

第三节：以汽车发动机冷却问题为例； 

第四节：以汽车制动滑行问题为例。 

在课前，通过云课堂发布小组作业，让学生通过学习、思考、

讨 论和动手来完成课前任务；课前微课学习达到知识学习、资料

准备的 预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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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中，以课前小组作业汇报、教师点评凝练问题、学生小组

讨 论解决问题、在线测试、教学评价等环节设计教学过程。 

小组作业汇报：每小组选出一名同学来汇报本小组所提交的作业， 

包括解决思路、完成情况，遇到的问题。 

教师点评凝练问题：在小组依次汇报结束后，教师对各小组进

行点评，并凝练提出当次课的核心问题。 

情景展示：为增强趣味性及专业结合，教学中会进行情景引入

（视频、图片） 

 

 

学生自我解决问题：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等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教师点评分析。 

在线测试：为了检测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发布云课堂随堂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即可快速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 以便有针对性地安排

后续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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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双向评价：教师向学生展示云课堂学生得分情况，对表现 

良好、较差的同学分别进行激励、督促。因云课堂不能实现问卷调 

查数据导出，从而不能进一步的对数据统计处理，所以我们借助 

MYCOS教学评价系统发布问卷，学生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评价，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教师进行教学总结、改进教学效果。 

 

在课后，通过云课堂发布课后作业思考和学习材料，让学生巩 

固学习效果，培养创新精神。并通过“趣味小课堂”作为知识延伸。 

（谋杀案案发时间判断、嫌疑人跳楼案、人口增长预测模型、矿井通

风问题） 

  

 

四、教学效果 
 

1. 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学习，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对微分方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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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某些专业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使学

生有了较好的专业归属感。 

2．云课堂、微信、数学软件、flash 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 化手

段的使用，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整个学习过程的主角。学生满意度有了提高，对课程和教师 的

评价都有所提升。 

 

 

3. 通过分组教学、合作探求，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任务的教学 

模式，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通过本次课的学习，学生 

更愿意贡献个人的力量去实现团队的成功。 
 

 

4.教学模式设计和教学方法引入上充分考虑了高职学生的认知规 

律和性格特点，易于被学生接受，学生认可率较高。 

表 3 本模块内容结束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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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选项 小计 百分比 

 

 

 
本次课程你最喜欢哪个 

教学环节？ 

教师理论讲授 11 47.83% 

动画演绎解惑 13 56.52% 

数学软件操作 13 56.52% 

相关视频播放 2 8.70% 

联系实际的例子 1 4.35% 

 

 
本次教学哪种学习方式 

让你收获最大？ 

课前小组任务 7 30.43% 

课中小组讨论 12 52.17% 

例题讲解 2 8.70% 

课堂练习 2 8.70% 

 

 
课后你偏爱哪种学习习 

惯？ 

传统作业本方式 1 4.35% 

图书馆查阅资料 1 4.35% 

同学间相互讨论 5 21.74% 

云课堂、微课、网络学习 16 69.57% 

 
你觉得以下哪个解决问 

题的方法较好？ 

软件绘图验证 18 78.26% 

理论推导 3 13.04% 

小组讨论 2 8.70% 

 

 
以下哪个是你经常用的 

课后休闲方式？ 

追剧 2 8.70% 

看短视频 13 56.52% 

运动 10 43.48% 

关注热点，看资讯刷头条 
  

10 43.48% 



8  

五、教学特色 

 

1. 专业结合（结合实例）。教学内容围绕学生专业或身边的事例

展开，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归属感和学习兴趣。用数学理论解决世界问

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 任务驱动、小组合作探究等教学方法的引入，树立了学生在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的潜力。 

3. 云课堂与 Mycos 教学评价系统结合。前者可进行教学，精准 

记录整个教学过程，实现了对学生评价的过程化、即时化。后者可对

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导出统计，是云课堂评价的补充。最终实现教师和

学生课中课后双向评价。 

4. 数学软件 MATLAB 的使用，解决了一些复杂的微分方程题，展

现了数学的魅力，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教学反思 

1. 本次授课内容建立了微分方程与很多实际例子或者专业问题的

联系，体现了专业结合。下一步应该思考将数学与专业进行更加深度

的结合，让数学更好的为专业课服务。 

2. 课程教学采用分组教学、合作探究模式，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任务提交，考核评价时小组得分即视为成员得分。但在教学过程中发 

现个别同学主动性不够，没有在小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下一步将探 

索更优化的分组模式、更细化的考核评价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