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风破浪，教海领航：细看《动态几何》的三大创新

——广东省第三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获得者饶永生及

其团队的故事

在第三届广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我校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

程学院饶永生老师凭借《动态几何》课程获得一等奖（特等奖）的好

成绩，并在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获得三等奖。我们有

幸邀请到饶老师接受采访，并聆听他的心路历程——

一、课程建设，“赛”动四维

谈到参赛初心，饶老师如是说：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是国内高

校中最具影响力的教学比赛之一，也是高水平的教学比赛之一。团队

建设《动态几何》课程已有 10 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希望通过参加比赛，一方面对《动态几何》这门课程和教学

进行较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也希望向其他参赛教师及团队学

习。做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二、提炼特色，“研”磨创新

《动态几何》是一门计算机学科与数学学科交叉融合的核心通识

课程，是基于团队数学机械化与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科研成果建设的

课程，课程通过计算机技术将数学知识动态可视化与趣味化，讲授几

何约束构图和逻辑动画的相关理论、技术及应用，于 2008 年首次开



设。

《动态几何》课程创新点主要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具体来说

包括（1）构建了以创新思维培养为导向、兼具学术性、知识性、新

颖性与趣味性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建设优质数字化交互式教学资源实

现教学内容中抽象概念与艰深难点的形象直观表达，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2）以问题引导学生探究性学习，组织学生进行相关创新活动，

构建了“技术思考—数学思考—技术实现思考”的多维思考教学模式。

（3）团队研发了基于互联网的动态数学软件“网络画板”，为课程教

学提供教学和实验环境，为创新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三、反思修改，“曲”路前行

寒假期间，准备省赛的申报材料时压力挺大的，一直在思考，我

们的特点与创新是什么？经过对课程及教学进行较全面的总结、反思

与凝练后，形成了一个新思路，几乎重新撰写了教学创新报告，这是

一个很煎熬的过程。幸好期间教发中心邀请了几位知名专家做比赛经

验分享，并给参赛教师逐一进行专门辅导与讨论。这种培训模式具有

非常好的针对性，效果显著。一方面，通过专家的解读，老师们进一

步了解比赛规则；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的视角更好地打磨教学创新报

告，得到巨大的提升。就我本人而言，思路与结果都得到本质性的变

化，课程教学创新总结为“围绕科研引领课程内容构建、教学实验平

台自主研发、多维思考教学模式构建、以创意数字项目为主的多元化

学业评价及课程思政三融入开展了十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实验，形成了



‘科研引领、平台创新、多维思考’的教学设计模型”，较好地概况

了课程的特色与亮点。经过省赛的深度打磨，整个教学思路与内在逻

辑都较为通顺，因此后期的参赛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了。

三、教海无涯，“奋”发蹈厉

采访的末尾，饶老师为整个赛程作结：“虽然整个参赛总得来说还算

顺利，但过程却是非常曲折，期间思路的不断调整、思维的枯竭、创

意图的构思，都令人焦虑，幸好有团队一起奋斗，通过不断的思维碰

撞，才坚持下来了，最终取得了较理想的成绩，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

谈到回顾比赛的初心，饶老师肯定道：“参赛的确起到了以赛促教的

作用，为今后的教学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也希望能为每位选修这门

课的学生带来更好的上课体验、更多的收获”！

最后饶老师再次表达了对专家的耐心指导、团队小伙伴的艰苦奋斗的

衷心感谢，以及特别感谢了教发中心的王洪涛副主任和韩磊磊科长寒

假期间为参赛教师组织的多场培训：“教发中心组织的三轮模拟答辩

为省赛的现场决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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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院士助理，广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学院人工智能系主任、计算科技

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兼任广东省数学教育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青工委委员、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工程科技导师。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公派到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智

能软件、教育信息技术、教育数学、图与组合优化等方向领域研究，发表 SCI 及 EI检索学术论文 50 余篇，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 项授权 3 项，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各类科研教研项目 10 多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本科教育）二等奖（排名 3）、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

大奖赛一等奖（排名 1）、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3）、广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排名

1）、上海市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 6）、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排名 3）、广州大学

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 1）等奖励；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等比赛获国家级和省级奖励 20 多项；荣获广东省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广州大学优秀教师、广州大学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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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广州大学计算科技研究院特聘讲师。2020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获工学博士学

位，并评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毕业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教育软件、教育数学等。主持一项中国博

士后基金面上项目，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项目的研究与工作。已发表 SCI 及 EI论文 20 余篇。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余项，现已获得授权 7 项。2019 年受邀在亚洲数学技术大会（ATCM）

作 50分钟大会报告。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发动态数学软件及教育资源平台——网络画板，相关成果曾获四川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及中国教育公益博览会最高奖 SERVE奖。2023 年获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 9）及广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排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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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心主任，主持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云计算技术与应用》，曾主持获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优秀案

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主持教育部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项目、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等 13 项，在国内外主要学术刊

物发表论文 20多篇，出版教材 3 本。指导学生在 IEEE国际软件测试大赛、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华为 ICT大赛、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全国大学生软件

测试大赛等学科竞赛中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奖项 5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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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学院名誉院长，199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广

东省数学教育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教育数学协会（IAEM）理事长、四川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第一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是教育数学学科

的创立者，对几何定理可读机器证明、教育数学、距离几何及动力系统、教育信息技术学等科领域以及数

学科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国家发明二等奖及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等重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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