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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是人类文明的火车头。
古希腊文明时期的数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人类理性精神的典范。
它在西方国家的印刷数量，仅次于圣经。
当历史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是笛卡儿、费马、牛顿、莱布尼茨创立的微积分，宣告了资本主
义文明的科学黄金时代的来临。
19世纪发现的非欧几何、高斯一黎曼建立的微分几何进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缔造了物理学革命，成
为20世纪文明的标志之一。
现在，当人们在普遍享受信息文明的时候，自然会想起为它奠基的数学家的贡献：冯·诺依曼设计的
电子计算机，连同维纳的控制论、仙农的信息论，人类终于迎来了航天飞行和手机普及的时代。
　　数学无处不在，数学无往不利。
人类的进步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数学。
就单个个人而言，由于数学的严谨与抽象，经过数学的学习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就获得一次升华。
学习数学，不仅为学习其他学科打下了扎实基础，而且能够培养人们不迷信权威，不感情用事，不停
留于表面现象的思维品质，甚至从数学这无声的音乐、无色的图画中，领略到美的崇高境界。
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的所有国家，数学都是主课，学生从一年级入学到中学毕业，一直没有离开数
学。
重视数学，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教育进步的标志。
　　中国的古代数学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以刘徽、祖冲之、秦九韶为代表的中国数学学派，建立了
与实践联系紧密且以算法见长的数学体系，但是12世纪之后就渐渐地落伍了。
20世纪以来，中国数学家急起直追，努力为世界数学文明做贡献。
在当代的数学史上，可以看到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禄、吴文俊等中华数学家的名字。
2002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这表明中国数学已经进入世界数学的主流，向着21世纪数学
大国的目标挺进。
　　但是，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
中国数学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
在数学研究一线上中国数学家还要继续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后备力量，提高我国公民的数学
素养，加强科学技术领域的数学支撑。
为此，就要从加强数学教育着手，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的数学培养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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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学教育系列教材》之一，是关于数学教育基本理论
与实践的概述，目的是帮助具有数学专业知识的学生获得有关数学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它不再只是“教材教法”的说明书式的记叙，而是阐述数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具有自己的学科体系。
     全书分为实践篇和理论篇。
首先从观赏、分析大量的数学教学案例入手，帮助学生编制教案，走上讲台。
然后概略地介绍当代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探讨数学教学的目的、学生应具备的数学能力、数学教学
模式、数学教育的德育功能等基本课题，同时研究数学思想方法的价值，以及数学史、数学教育技术
、数学教育心理等有关问题。
书中设专章介绍和研究《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制定和实验
，并就数学解题和数学考试、数学教育研究等问题进行阐述。
 　　刘应明院士、徐利治教授、严士健教授为本书作序。
　　随书附有一张包含若干教学案例和数篇数学教育研究范文的视频光盘。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高等师范院校的数学系学生以及有志于从事数学教育的大学生，本书也可作为数学
教育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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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数学学习理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传统阅读、听课、理解、演练型
的学习，到提倡实验性的研究探索型学习。
　　1．重视解题训练，要求逐步明确　　20世纪50～90年代，我国一直把解题训练视为数学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
　　1951年，我国《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指出，关于数学学习，必须注意四事：听讲，温习，演
题和参考预习，其中关于“演题”的要求是“演题是透彻理论，熟练方法，触类旁通，学以致用的不
二法门，学者必须认真耐烦，及时演就，妥善保存”。
　　1963年，我国《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对于数学练习的处理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①明确了数学练习的目的，指出这是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发展三大能力，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必
需步骤；②指出了数学练习的分量应该适当控制，“练得少，就不可能达到熟练。
但是也不宜盲目地多练，给学生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练习题数量的多少，应该根据每一部分教材的教学要求而定”；③阐述了练习的组织安排，即先复习
，再练习；循序渐进，先作基本题，再做综合题；④提出了保证练习收到效果的要领，包括仔细审题
，独立思考，格式规范，认真批改，及时纠正。
　　2．提倡实验与探索，鼓励合作与交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数学课程中关于数学学习的理念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注重创新意识和探索能力的培养。
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对于数学学习中的“创新意识”作了界定，它主要是指
“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数学现象具有好奇心，不断追求新知，独立思考，会从数学的角度发现和提出
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　　2001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数学教与学
的理念与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它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的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富有挑战性的，这些内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
。
内容的呈现应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以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
由于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家庭背景和自身思维方式的不同，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
泼、主动和富有个性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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