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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问题、方法、结构、应用、主体等诸子意识支撑，牢固树

立这些意识，创新教育才能走进课堂，走进学生。本文解析

了对于诸子意识的认识误区，较全面地阐述了笔者的教学观

。 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数学教育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

培养理所当然地成了数学教育教学研究最具价值的课题之一

。其中，“意识”又是“能力”之先导。但是，“创新意识

”不是天外之物，它需要更为具体的基础作为支撑。笔者认

为，能够支撑这“创新意识”的主要有以下五种“子意识”

构成，其排列的先后与主次无关。鉴于学校教育中“教”与

“学”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这些意识既是教师所必备的，

也是学生所必需的。 1．问题意识 作为一种口号，“问题解

决”的提出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然而，“问题解决”的

思想如何进入教材、进入课堂的问题远未解决，国内在此方

面的研究和实践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①

“问题”的新颖性不强，开放度不够。混淆了“问题”与“

习题”、“问题解决”与“解常规题”的区别，把“问题解

决”仅仅理解为“习题”的变换和求解。 对于非常规的、能

够向学生提出智力挑战的“问题”选用不够大胆。同时，教

师也大多缺乏驾驭这类问题的能力；学生则对此类“问题”

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清。 需要跨学科知识的“问题”较少。

由于教师自身跨学科教学的能力弱，对于涉及物理、化学、



生物、地理等学科知识的“问题”心存畏惧，难以发挥数学

学科作为基础课程的辐射和聚合功能。 “开放性问题”难得

一见。把“问题”错误地定位为“现实背景＋数学问题”，

那种只给情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隐含期间的数学模型并进

行求解的问题如凤毛麟角。 ②过份关注“问题”的分析与解

决，忽视总是的提出与构造。 如果说过去我们只注重问题的

“解决”，只看“结果”的话，现在我们对于解决总问题的

过程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仅限于此仍是远远不能适应

创新教育的需要的，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我们恐怕需要对

问题的提出与构造倾注更多的热情。只有全面关注问题的提

出、分析、解决的全过程，问题的价值才可能得到全面开发

。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李政道先生善

于“学问”与“学答”的谈话值得我们每位教育工作者沉思

。 ③几乎还没有人把“问题情境”的创设直接指向数学基本

原理，指向数学中那些最原始的问题。 任何学科的发展，其

动力均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引导

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要引导学生关注那些

数学上最原始的问题，还原其思维的真实（而非历史的真实

），让学生从数学思想中汲取精神的动力。同时，通过对数

学原始问题的关注，培养学生“原始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2．方法意识 “数学不仅在科学推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在科

学研究中起着核心作用，在工程设计中必不可少，而且，数

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摧毁和构造了

诸多宗教教义，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提供了依据，塑造了众多

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创造了逻辑学。”（

张顺燕语）作为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数学不仅自身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想

方法，其价值早就远远地超越了工具的层面，放射出夺目的

理性之光。揭示、接受、掌握这些思想和方法，是数学教学

的主要任务之一。 方法意识的培养，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

数学思想方法的伴生性。任何数学思想方法都总是与一定的

数学问题、数学材料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脱离了这些

问题和材料而作抽象的方法论解释，使数学思想方法失去了

活的灵魂。 ②数学思想方法的隐蔽性。数学思想方法的伴生

性绝不意味着掌握思想方法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必然结果。由

于数学思想方法具有隐蔽性，它常常需要教师在恰当的时机

有意识地予以揭示，才能促成这种思想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法多题”——以方法为纲，通过

多个问题的近似解（证），加深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

。 ③数学思想方法的层次性。任何简单的数学问题里面都可

能蕴含着深刻的数学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教学中

要予以全面揭示和掌握。在教学中既不能作简单重复，也不

能搞一步到位，要通过教师引导下的自主探索，逐步实现“

解题术 解题方法 数学思想 数学观念”的升华，逐步扩大这些

思想方法向其它问题、其它学科、其它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

引伸和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数学思想方法都具有极高

的哲学价值，我们应当自觉地站在“育人”的高度，充分发

掘它们的价值，通过数学的“教”与“学”，让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创造方法。 由于数学思想方法在数

学结论形成过程中的导向作用，使得它在数学知识的应用过

程中成了信息的提取线索。从信息论的角度讲：数学教学必

须作为“过程”来进行，因此也必须把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放在数学教学工作的首位，要知道： 关于方法的知识是最重

要的知识。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在关注陈述性知识的同时

，应当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那些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唯其如此，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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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