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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展示中国数学教育史的内容和思想传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但是出于数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兴趣，笔者欣然接受了“数学教育丛书”主编张英伯
教授和曹一鸣教授的约稿，并尽一切努力，细心研究，终于完成了《数学教育史一一文化视野下的中
国数学教育》。
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教育传统角度，考察了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
在某些章节中，在适当地分析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前提下，
对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进行了考察。
正由于这个缘故，将本书命名为《数学教育史一一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二，数学教育史与数学史、教育史和数学文化史等密切相关。
本书考虑到这种关系的同时，注意到了数学教育史的独立性，  没有过多地介绍数学史、教育史和数
学文化等内容，  而把重点放在数学教育制度、数学教育思想方法、数学教学案例、数学教育家个案
分析等方面。
    第三，  目前，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方面论著亦不少。
本书博览各家之论著，甄采其精华，抛砖引玉，锐意创新，  注重中国数学教育史内容的系统性、研
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另外，在本书的第7—9章中采用了作者本人所收藏的大量第一手珍贵文献，这些文献在其他同类著作
中尚未出现过，王国维翻译的日本数学教育家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1901)、  江苏省
《算术商榷会报告》(1917)、《中等算学教授法》(1923)、小仓金之助的《算学教育的根本问题
》(1930)、南中国数学会的《数学教育杂志》，  以及清末民国的一些珍贵教科书。
    第四，本书注重学术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相结合。
本书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同时本书中的数学教学案例和数学教育思想对当今
中小学数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例如，  历史上的有些数学教学案例的介绍、清末民国时期的数学教育理论译著的介绍、清末民国时
期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论述、一些著名数学教育家的思想观点及其贡献的阐述，等等。
    第五，本书在重点阐述中国数学教育史的过程中，  对某些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国际比较。
例如，《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中关于勾股定理证明的比较、《周髀算经》中数学教学案例与苏
格拉底“产婆术”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数学教育近代化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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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辽、金、元三个朝代是中国古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极为
相似。
辽、金、元时代的教育，谱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独特的篇章。
辽、金、元时代，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官学在战乱中难以为继，但各民族统治集团都迫切需要本民
族的治术人才，这个任务只能由私学来承担了。
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因而辽、金、元时的私学十分兴旺。
辽、金、元三个朝廷的文化教育政策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重视“汉化”教育，推行尊孔尊儒教育
政策；第二，在尽可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建立各朝的教育制度；第三，兴办各类学校，
注重人才的培养。
在这种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学校教育制度都模仿唐、宋之制度，在中央国子监，设博士、助教等
教官，教育内容以经学为主，但在国子监中均未见数学的记载，即官学中没有制定数学教育制度，这
说明数学教育在官学中没有地位。
但在辽、金、元时代，数学教育在民间有较大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日益增长，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对数学的需要日益增加，因而
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主要方向转移到了商业实用数学方面。
数学教育广泛地实现了实用数学的普及教育，珠算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宋、元时期是我国数学和数学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取得了
很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数学成果。
这些光辉的数学著作和成就把我国传统的实用性算法体系提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
这些开拓性工作和科研成果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也为普及数学教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北宋灭亡之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大体上形成南北两种风格。
金的历法受中国传统影响很深，其中所用之数学方法与唐、宋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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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教育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是数学教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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