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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工科数学“知识块，，结构在教学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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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就建筑类工科数学 知识块 结构在教学中的体会谈了三点：{1) 知识块”结构基本上满足了现代建筑类各专 

业对数学知识的需求；(2)根据专业特点， 知识块 结构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理念，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做 

到数学谋为专业课艉务；‘3) 知识块 结构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台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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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筑类工科数学“知识块’’结构的确立 

工科数学“为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起封了积极的作用。但 

隧肴科学技术的商速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不 

断更新换代．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工作者已不再用 

笔去隶癣各种各样的数学闽题，而是借助于计算机。 

这就整研究领域不新地拓宽和深化，许多新的数学 

概念和方法相继出现。因而工科数学内容跳出经典 

数学的范围，向现代数学内容靠近已势在必行。从 

多年的教学实践及毕业生反馈的信息中，我们深深 

地痞劐教学谭内容必须尽可能地反映新思想、新观 

点，因材燕教，以适应专业课教学及学生毕业后再学 

习、再研究的实厨孺要。因此，我与我院数学教研室 

王英荚老师一起。根据原国家教委对工科数学课程 

的摹本要求，结合建筑类院校的培养目标及专业特 

点，于1993年提出建筑类工科数学“知识块”结构这 
～ 课题，并于 1996年4月申报了省级科研课题。该 

课题于 1999年 4月通过省级鉴定。 

二、建筑类工科数学“知识块”结构的内容 

1，必学知识。(1)高等数学：函数、极限、连续、 
一 元函数微分学(导数与微分的概念及运算，微分中 

值定理，导数应用)、一元函数积分学(不定积分与定 

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积分法与定积分的计算，广 

义积分 定积分应用)、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 

元函数微分学(偏导数，全微分，链导数法，隐函数及 

其求导法，方向导数与梯度，微分学应用)、多元函数 

积分学(重积分，线面积分，格林公式，奥高公式，线 

积分与路经无关同题，积分学应用)、无穷级数(常数 

项级数，幂级数，傅里叶级数)、常微分方程(一阶微 

分方程，高阶常系数线性方程，应用闽题)。(2)线性 

代数：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特征值与特征向 

量、二次型。(3)概率论：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 

及其分布与数字特征，大数定理与中心极限定理。 

2．选学知识。(1)数理统计：参数估计、假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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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正交试验。(2)计算方法： 

插值法、数值积分、方程求根、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 

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求解。(3) 

线性规划：问题及模型、单纯形法、对偶问题、灵敏度 

分析。(4)数理方程：典型方程的建立及定解条件的 

讨论、分离变量法、非齐次方程及其边界条件处理、 

行波法及积分变换法、贝塞系数及勒让德函数差分 

解法。(5)模糊数学：集合论初步、Fuzzy集、Fuzzy 

关系及Fuzzy聚类综合评判。(6)复变函数：复数与 

复变函数、解析函数、柯西积分、级数。(7)数学建 

模：微分方程及模型、运筹学及模型、概率统计及模 

型。 

3．讲座。积分变换、灰色系统等。 

三、建筑类工科数学“知识块”结构在教学中的 

体会 

1．“知识块”结构基本上满足了现代建筑类各专 

业对数学知识的需求。如数理统计这门课。1992 

年我国新制定了一个《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计一 

标准》(即新规范)，它主要以数理统计为原理，替代 

了以前的定值设计法。学生要使用这一新规范，就 

必须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此，我们结合专 

业特点，于 1993年3月编写了《数理统计及其在建 

筑绩播中的应用》讲义，并于同年9月用于教学。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在做建筑材料试验时，为 

确保试验质量又减少试验次数，则需要用“正交试 

验”这一应用数理统计内容。于是，我们又根据专业 

需要，对其讲义进行修改，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于 

1998年由吉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再如计算方 

法课，建筑工程及交通土建工程专业在讲结构设计 

和计算时，需要用迭代法，消去法求解方程组，供热 

通风及给水排水等专业也常用一些数值方法。因 

此，计算方法课的开设对这些专业十分必要。1992 

年底，我们结合专业特点，收集了大量的专业实例， 

编写了《计算方法及在建筑工程的应用》讲义．1993 

年9月用于教学。1996年7月，又根据交通土建工 

程专业的要求，对讲义进行了修改，增添了特征值． 

特征向量，特征向量求解及带状方程组求解这些内 

容。 

2．根据专业特点，“知识块”结构基本反映了现 

代的新思想、新观点，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真正 

做到数学课为专业课服务。1995年、1996年我担任 

城建系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大一的高等数学教 

学。在讲微分方程时，结合专业特点我增选了一例 

题，——“冷却问题”。同学们根据给定的条件建立 

了该问题的数学模型：do／dt⋯ k(o oo)利用分离 

变量求出了该问题物体温度的变化率0(t)=oo+ 
一  

(c为任意常数)。通过此题使学生明确随着 

时间 t的增大，温度在下降时，开始变化很快，以后 

逐渐变慢，并愈来愈接近于恒温。从方程所求出的 

0(t)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反映了物体的冷却规律。 

此题与教材中降落伞从塔下落要说明的结果是一样 

的。但反映的效果是不同的。结合专业讲题，不但 

贴近专业，贴近生活，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数 

学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建模能力。1997年和 1998 

年我先后担任管理系与大一高等数学的教学。教材 

是同济三版《高等数学》。我在教学中结合专业特 

点，注意与专业的联系和内容更新，尽可能地向学生 

介绍新思想，新观点。例如在讲导数应用时，根据专 

业特点补充了导数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在讲定积 

分应用时，也给学生介绍了其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 

让数学课真正地为专业课服务。 

3．“知识嵌”结构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 

高学生的数学素质。能力指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 

理与判断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数值计算能力、数学 

语言与符号表达能力。数学素质是数学知识和能力 

的综合体现，表现在具有足够的数学知识、思维的逻 

辑性与严密性、对问题善于从量的方面进行思考和 

研究；具有应用数学的意识、兴趣和能力等方面。在 

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数学素质方面我们深有体会。如 

数学建模课的开设，数学建模的专题辅导，使学生拓 

宽了知识面，提高了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数学建模竞赛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参与竞争的意识和克 

服困难 奋力攻关的意志。我院先后在 1995年、 

1996年 1998年、1999年四次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中均获较好成绩——获国家二等奖一项，省一、 

二、三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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