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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5983.htm 一、关于中学数学教

学的目的 人们常把数学在社会生活和科学中的地位与数学教

学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同等看待，其实，它们有着重

要的不同。 几乎在一切人类活动中，都离不开数学工具，在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一切领域，数学更是重要的工具，是

基矗但以此来认识中学数学教学的作用，却不够全面，甚至

是舍本取末了。 中学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各科知识吗

？诚然，它们是需要的，但是，仅此而已吗？爱因斯坦曾援

引过劳厄的一段名言：“当一个学生毕业离开学校时，如果

他把几年来学到的知识忘光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

么，这时他所剩下的，才是学校教育的真正成果。” 我理解

这“真正成果”，是指知识之外的东西，是人的能力、素质

。就是说，学校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教育既要见“物”

（知识）更要见“人”（能力、素质）。数学教学，尤宜如

此。 北京大学张筑生教授曾谈过一种看法：“数学是研究人

类思维方式的科学。”因此，中学数学教学的目的，自然地

应当表现为，通过教授数学知识，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

养结合起来，通过知识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能力提

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学生的素质。 在这个目标逐步

实现的过程里，中学生逐步掌握了数学知识，并且由于能力

和素质的大大提高，必将使其它课程的学习效果大大改观。

在非智力因素等同的条件下，智力的差异是决定性的。因此

，把中学数学教学的目的，定在“通过知识的教学培养能力



，发展和完善学生的素质，使学生的聪明日益长进”上，不

恰恰是使中学数学教学在整个中学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远

见卓识吗！而且也正是中学教育的需要。 二、有益的实行 1

．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总使知识以“系统中的知识”的面

貌，出现在学生面前，着眼于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使学

生养成从系统的高度去把握知识、认识世界和进行思考。 ２

．着眼于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的同时，着意于数学思想的

渗透，更着重哲理观点的升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化学家⋯⋯哪一位不同时是思想家、哲学家？他

们都是站在思想的高度、站在哲理的高度进行观察与思考的

。把这些思想和哲理观点编成教材来教中学生，他们无法接

受，学会了也是教条，无助于他们以此为武器进行思考和应

用，当然增长不了聪明才干。但是在数学教学中点点滴滴地

长期渗透，则会使学生在耳濡目染过程中得到熏陶。 ３．课

堂上，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形成学生“超前思维，向老

师挑战”的课堂气氛。例题写出来了，由学生思考、分析，

到讲台上讲解；定理、公式写出条件时，鼓励学生想出它们

的结论；再进一步，学生主动构造定理、公式；甚至，瞻前

顾后，审时度势，提出应该给谁以定义和如何定义；乃至，

对于教师课堂上的讲解，都抢在前面猜想它的下一句是什么

⋯⋯这样做的优点，将使学生在思维活动中得到思维的训练

。同时，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完成，历景艰难”，熟知其中的

“沟沟坎坎”，必将印象深刻、记忆久远。学生向老师挑战

，如果思考失误了，将从反面加深对正确认识的理解；同时

，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要大大改善只模

仿教师一个人的局限性。另外，这种给学生们以在自己同伴



面前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将是一种很好的鼓励青年积极追

求的方式。 ４．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学数学需

要做题，别的课程也如此，但怎样才能起到做题的作用，达

到做题的目的呢？我认为，题不在多而在精彩。在这里，精

彩是指题目本身无错误，不只是对定义、定理、方法进行复

述，题目的思路应充满活力、综合性强等等。但更重要的，

是“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一题多解，将使学

生身临其境，加深理解；多解归一，是寻求不同解法的共同

本质，乃至不同知识类别及思考方式的共性，上升到思想方

法、哲理观点的高度，从而不断地抽象出具有共性的解题思

考方法多题归一。为了这种“把题做透”的目标能够实现，

教师必须少留作业。 ５．倡导学生从小进行学术研究。围绕

中学数学内容，从初一到高三只要你去发掘，可以研究的课

题大量存在。近１０年来，我的学生在报刊、杂志发表的及

在中学生论文比赛中获奖的论文，有３０篇以上。这里也一

定要指出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学生进行研究，最大的收

获不是成果本身，更不是获奖，而是成长。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