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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教改”问卷调查表 

问卷结果统计报告 

 

 

     本次问卷调查自 2009 年 8 月开始，面向全国高等学校共发出问

卷 628 份，截止 2010 年 1 月 26 日共收回有效问卷 73 份。有效问卷

中一本学校 26 所，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47 所。空白问卷参见附件。 

     问卷题目的统计结果如下： 

 

1. 大学数学课程教材的选用 

(1) 高等数学： 

版本 
所有问卷中选

用学校数 

一本学校中选用

学校数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中选用学校数 

同济编高教社 31 (42%) 6 (23%) 25 (53%) 

高教其他教材 24 (33%) 9 (35%) 15 (32%) 

其他出版社及自编 32 (44%) 11 (42%) 2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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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性代数： 

版本 
所有问卷中选

用学校数 

一本学校中选用

学校数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中选用学校数 

同济编高教社 13 (18%) 4 (15%) 9 (19%) 

高教其他教材 32 (44%) 11 (42%) 21 (45%) 

科学出版社 4 (5%) 1 (4) 3 (6%) 

其他出版社及自编 23 (32%) 10 (38%) 13(28%)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版本 
所有问卷中选

用学校数 

一本学校中选用

学校数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中选用学校数 

高教社 31 (42%) 10 (38%) 21 (45%) 

科学出版社 6 (8%) 0 (0%) 6 (13%) 

人民大学出版社 3 (4%) 1 (4%) 2 (4%) 

浙江大学出版社 4 (5%) 1 (4%) 3 (6%) 

其他出版社及自编 24 (33%) 14 (54%)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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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独开设习题课的学校比例：  

课程 
所有问卷中的

学校数 

一本学校中学校

数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中的学校数 

高等数学 56.3% 54.2% 57.5% 

线性代数 39.7% 33.3% 43.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1.0% 29.2% 48.6% 

 

3. 举办校内数学建模比赛的学校数及比例： 

 所有问卷中的 一本学校中的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中 

学校数 41 13 28 

比例 56.3% 50% 62.2% 

 

4. 大学数学课程的学生数与教师数比 ： 

     Max [ 高等数学学生数，线性代数学生数，概率论学生数 ] 

X = ———————————————————————————， 

            大学数学类课程的教师数  

    该项目可反映每位教师覆盖的学生数，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学

质量与效果。 

该项目共收集有效问卷结果 72 份， 

所有学校中：X 最小值为 35，最大值为 465，平均值为 107； 

一本学校 26 所：X 最小值为 35，最大值为 153，平均值为 91； 

其他院校 46 所：X 最小值为 36，最大值为 465，平均值为 116。 

 

5. 大学数学课程按学生专业不同（如理、工、经、管、文等）分别

分为几种授课类型，是否根据学生水平按层次分班教学： 

(1)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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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几种授课类型 

种类 学校数 百分比 图  例 

分一种 4 6% 

分二种
18%

分三种
31%

分四种
29%

分五种
15%

分一种
6%

分六种
1%

 

分二种 12 18% 

分三种 21 31% 

分四种 20 29% 

分五种 10 15% 

分六种 1 1% 

是否分层次教学 

是 / 否 31 / 35 47%  /  53% 

 

(2) 线性代数： 

分为几种授课类型 

种类 学校数 百分比 图  例 

分一种 17 25% 

分一种
25%

分二种
47%

分三种
15%

分四种
7%

分五种
6%

 

分二种 31 47% 

分三种 10 15% 

分四种 5 7% 

分五种 4 6% 

是否分层次教学 

是 / 否 20 / 45 31%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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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分为几种授课类型 

种类 学校数 百分比 图  例 

分一种 17 26% 

分一种
26%

分二种
50%

分三种
15%

分四种
6%

分五种
3%

 

分二种 33 50% 

分三种 10 15% 

分四种 4 6% 

分五种 2 3% 

是否分层次教学 

是 / 否 17 / 47 27%  /  73% 

 

(4) 数学实验： 

分为几种授课类型 

种类 学校数 百分比 图  例 

分一种 27 64% 

分一种
64%

分二种
24%

分三种
10%

分四种
2%

 

分二种 10 24% 

分三种 4 10% 

分四种 1 2% 

是否分层次教学 

是 / 否 6 / 38 14%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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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学建模： 

分为几种授课类型 

种类 学校数 百分比 图  例 

分一种 27 54% 

分一种
54%

分二种
36%

分三种
6%

分四种
4%

 

分二种 18 36% 

分三种 3 6% 

分四种 2 4% 

是否分层次教学 

是 / 否 8 / 41 16%  /  84% 

 

 6. 各校其他大学数学课程开设情况：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方

院校 

A 复变函数 82.2% 76.9% 85.1% 

B 积分变换 52.1% 53.8% 51.1% 

C 数理方程 43.8% 61.5% 34.0% 

D 数学文化 27.4% 46.2% 17.0% 

E 逻辑 1.4% 0.0% 2.1% 

F 数值计算 45.2% 46.2% 44.7% 

G 离散数学 53.4% 34.6% 63.8% 

H 最优化 26.0% 26.9% 25.5% 

I 其他 13.7% 15.4% 12.8% 

 

I 包括：模糊数学、场论、运筹、线性规划、数学概览、向量与张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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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的主要特点：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

方院校 

A 学生多教师少 75.3% 84.6% 70.2% 

B 内容多学时少 84.9% 80.8% 87.2% 

C 强调素质教育 42.5% 38.5% 44.7% 

D 信息技术的应用  56.2% 61.5% 53.2% 

E 中学教改的影响 38.4% 38.5% 38.3% 

F 个性化教学 15.1% 15.4% 14.9% 

G 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68.5% 69.2% 68.1% 

H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教学 68.5% 65.4% 70.2% 

I 计算技术发展的影响  31.5% 26.9% 34.0% 

J 其他 1.4% 0.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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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

地方院校 

A 课程理论体系和教学内容陈旧 39.7% 30.8% 44.7% 

B 教学模式和方法单一 50.7% 46.2% 53.2% 

C 教学质量下滑 41.1% 34.6% 44.7% 

D 内容偏多偏深 21.9% 7.7% 29.8% 

E 重理论轻应用 53.4% 53.8% 53.2% 

F 学校重科研轻教学 64.4% 88.5% 51.1% 

G 师资数量及质量问题 39.7% 50.0% 34.0% 

H 难以协调统一的教学内容与不同专业的关系 47.9% 38.5% 53.2% 

I 教师讲授过细，缺乏师生互动 13.7% 11.5% 14.9% 

J 班级人数过大 42.5% 61.5% 31.9% 

K 课时过少 53.4% 50.0% 55.3% 

L 教师和学生都仅为考试过关 24.7% 23.1% 25.5% 

M 没有注意调动学生的兴趣 12.3% 15.4% 10.6% 

N 难以处理传授知识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24.7% 26.9% 23.4% 

O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基础较差 35.6% 23.1% 42.6% 

P 学风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 27.4% 30.8%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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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学数学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

方院校 

A 作为专业学习的工具 79.5% 73.1% 83.0% 

B 培养数学素质 76.7% 76.9% 76.6% 

C 提高审美能力 2.7% 0.0% 4.3% 

D 为终身学习打基础 57.5% 53.8% 59.6% 

E 作为大学生的通识工具 34.2% 34.6% 34.0% 

F 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74.0% 84.6% 68.1% 

G 提高抽象能力 28.8% 30.8% 27.7% 

H 培养优秀创新人才 50.7% 46.2% 53.2% 

 

 

 

 

 

 

 

 

 

 

 

 

 

 

10. 目前大学数学教学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

方院校 

A 教师人数太少 49.3% 61.5% 42.6% 

B 教学经验不足 35.6% 34.6% 36.2% 

C 敬业精神不够，业务水平不高 38.4% 46.2% 34.0% 

D 科研压倒教学 72.6% 80.8% 68.1% 

E 缺乏教学改革积极性 71.2% 69.2% 72.3% 

F 忽视数学思想 46.6% 30.8% 55.3% 

G 缺乏岗前培训 15.1% 15.4% 14.9% 

H 缺乏教学研究 75.3% 57.7% 85.1% 

I 缺乏集体备课 34.2% 42.3% 29.8% 

J 优秀教师担任公共课教学的人数少 38.4% 46.2% 34.0%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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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57.5%

34.2%

74.0%

28.8%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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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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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方法改革的看法：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

方院校 

A 教学方法的改革已成为提高教学质

量的瓶颈，应做很大改革 
41.1% 34.6% 44.7% 

B 需要强调启发式 46.6% 57.7% 40.4% 

C 需要强调师生互动 53.4% 57.7% 51.1% 

D 需要强调研究性教学 47.9% 50.0% 46.8% 

E 需加强优秀学生的培养 23.3% 34.6% 17.0% 

F 教改难度大，实施困难 39.7% 26.9% 46.8% 

G 现在的教学方法基本可以，不必大改 9.6% 7.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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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前贵校对如下大学数学课程的基本要求： 

（1）全部问卷：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过低 13.7% 15.1% 15.1% 

合适 80.8% 80.8% 80.8% 

过高 5.5% 4.1% 4.1% 

 

（2）一本学校：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过低 0.0% 11.5% 0.0% 

合适 96.2% 84.6% 100.0% 

过高 3.8% 3.8% 0.0% 

 

（3）二本及其他地方大学：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过低 19.1% 17.0% 23.4% 

合适 72.3% 78.7% 70.2% 

过高 8.5% 4.3% 6.4% 

 

 

13. 以下大学数学课程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教师情况： 

（1）全部问卷：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全 9.7% 9.7% 8.3% 

多 38.9% 30.6% 26.4% 

少 43.1% 44.4% 48.6% 

无 8.3% 15.3% 16.7% 

 

（2）一本学校：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全 7.7% 11.5% 11.5% 

多 57.7% 34.6% 34.6% 

少 26.9% 46.2% 42.3% 

无 7.7% 7.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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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本及其他地方大学：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全 10.9% 8.7% 6.5% 

多 28.3% 28.3% 21.7% 

少 52.2% 43.5% 52.2% 

无 8.7% 19.6% 19.6% 

 

14. 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是否利用过国家精品课程的教学资源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A 利用较多 27.4% 38.5% 21.3% 

B 利用较少 61.6% 57.7% 63.8% 

C 知道但未利用过 8.2% 3.8% 10.6% 

D 不知道有该资源 2.7% 0.0% 4.3% 

 

15. 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近三年参加全国性教学改革会议及校

外培训的平均人次约为 10，其中一本学校的平均人次为 12 次，其他

学校的平均人次为 8 次。 

 

16. 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近三年承担市级及以上的教学改革项

目平均 4 项，其中一本学校平均 4 项，其他学校平均 4 项；获市级以

上教学成果奖平均 1 项，其中一本学校平均 1.5 项，其他学校平均 1

项。 

 

17. 贵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对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的教改

成果了解情况为：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A 不了解 1.4% 0.0% 2.1% 

B 了解较少 56.2% 53.8% 57.4% 

C 了解较多 41.1% 42.3% 40.4% 

D 非常了解 1.4% 3.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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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的教改成果对您教学的指导帮助情况为： 

 

选项 所有问卷 一本学校 二本及其他地方院校 

A 无帮助 1.4% 0.0% 2.1% 

B 帮助较少 50.7% 46.2% 53.2% 

C 帮助较多 39.7% 34.6% 42.6% 

D 非常有帮助 8.2% 19.2% 2.1% 

 

 

 

 

 

 

 

 

 

 

 

 

 

 

 

 

 

 

 

 

 

 

 

 

 

 

 

 

                                               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 

研究与发展中心 

2010-2-26 



 15 

附件：        “大学数学教改”项目问卷调查表 

 

学校名称：                           所在省市：             

填表人姓名：         所在院系：          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注：本问卷中的“大学数学”均指非数学类专业的大学数学课程，并且主要指作

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数学

实验与数学建模等）。 

 

1．（填空）贵校近三年每学年本科生平均招生人数是______________。 

2．（填空）贵校如下五门大学数学课程的基本情况为： 

      课程 

项目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数学实验 数学建模 

每年学习该课程

的学生人数 
     

每年授课学时

（实验与建模为 

讲课学时+上机

学时） 

     

使用教材（书名

及出版社） 
     

平均每个大班的

学生人数 
     

(是/否）设有独立

习题课 
     

（是/否）举办校

内数学建模比赛

及参赛人数 

     

 

3．（填空）贵校数学类课程授课教师总人数为________，其中承担大学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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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人数约为________，35 岁以下承担大学数学教学的教师人数为

________，大学数学课程授课教师平均每年承担的教学时数约为_________。 

4．（填空）贵校如下大学数学课程按学生专业不同（如理、工、经、管、文等）

分别分为几种授课类型，是否根据学生水平按层次分班教学： 

课程 几种类型 是/否  分层次教学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学实验   

数学建模   

5．（多选）除题 4 中提及的五门课程之外，贵校其他大学数学课程还有

（                ） 

A. 复变函数   B. 积分变换   C. 数理方程   D. 数学文化   E. 逻辑 

F. 数值计算   G. 离散数学   H. 最优化      I. 其他____________ 

6．（多选）请您对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的主要特点进行排序，前五个是

（                ） 

A. 学生多教师少      B. 内容多学时少      C. 强调素质教育  

D. 信息技术的应用    E. 中学教改的影响    F. 个性化教学 

G. 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H.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教学 

I. 计算技术发展的影响         J. 其他______________ 

7．（多选）请您对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排序，前六个是

（               ） 

A. 课程理论体系和教学内容陈旧      B. 教学模式和方法单一 

C. 教学质量下滑       D. 内容偏多偏深      E. 重理论轻应用 

F. 学校重科研轻教学         G. 师资数量及质量问题 

H. 难以协调统一的教学内容与不同专业的关系 

I. 教师讲授过细，缺乏师生互动        J. 班级人数过大 

K. 课时过少      L.教师和学生都仅为考试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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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没有注意调动学生的兴趣 

N. 难以处理传授知识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O.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基础较差      P. 学风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 

8．（多选）请您对大学数学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进行排序，前四个为

（             ） 

A. 作为专业学习的工具            B. 培养数学素质      

C. 提高审美能力                  D. 为终身学习打基础    

E. 作为大学生的通识工具          F. 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G. 提高抽象能力                  H. 培养优秀创新人才 

9．（多选）请您对目前大学数学教学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序，前五个

为（              ） 

A. 教师人数太少                  B. 教学经验不足    

C. 敬业精神不够，业务水平不高 

D. 科研压倒教学   E. 缺乏教学改革积极性  F. 忽视数学思想 

G. 缺乏岗前培训   H. 缺乏教学研究        I. 缺乏集体备课 

J. 优秀教师担任公共课教学的人数少 

10．（多选）您对现阶段大学数学教学方法改革的看法是（        ） 

A. 教学方法的改革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瓶颈，应做很大改革 

B. 需要强调启发式             C. 需要强调师生互动 

D. 需要强调研究性教学 

E. 需加强优秀学生的培养       F. 教改难度大，实施困难 

G. 现在的教学方法基本可以，不必大改 

11. （填空）您认为目前贵校对如下大学数学课程的基本要求是： 

（1） 高等数学，要求_______（过高 / 合适 / 过低） 

（2） 线性代数，要求_______（过高 / 合适 / 过低）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要求_______（过高 / 合适 / 过低） 

12. （填空）贵校以下大学数学课程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教师情况是： 

（1） 高等数学，人数_______（无 / 少 / 多 /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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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性代数，人数_______（无 / 少 / 多 / 全部）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人数_______（无 / 少 / 多 / 全部） 

13. （填空）贵校“高等数学”课程考试成绩的计算方法为： 

期中笔试成绩______%， 期末笔试成绩______% 

平时成绩______% ，     综合报告______%     

习题实践______%        小论文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内容，百分比） 

14. （填空）贵校“高等数学”课程考试的试卷构成及比例为： 

概念题______%    理论与证明题______%     计算题______% 

 应用题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内容，百分比） 

15. （填空）贵校如下三门大学数学课程近三年来的平均不及格率分别约为： 

高等数学______%， 线性代数______%，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______% 

16.（单选）贵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是否利用过国家精品课程的教学资源

（       ） 

A. 利用较多              B. 利用较少   

C. 知道但未利用过        D.不知道有该资源 

17. （填空）贵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近三年参加全国性教学改革会议及校

外培训的人次约为__________ 

18. （填空）贵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近三年承担市级及以上的教学改革项

目共________项，获市级以上教学成果奖________项。 

19. （单选）贵校大学数学课程的授课教师对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的教改成

果了解情况为（       ） 

A.不了解     B. 了解较少    C. 了解较多    D.非常了解 

20. （单选）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的教改成果对您教学的指导帮助情况为

（       ） 

A.无帮助     B. 帮助较少    C. 帮助较多    D.非常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