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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几十年来研究智力发展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数学教学中运用的
成果。
　　
　　作者在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其智力发展理论，然后通过大量的实例告诉数学教师，在教学中该
如何运用智力发展理论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数据统计处理、数理逻辑和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在智力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并通过实例为数学能力研究做出了研究方法上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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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动机。
　　例如，教师在讲授“圆周角”时，可以让学生动手操作，把细绳一端用图钉固定在硬纸板上，另
一端系着笔，把绳子拉直画一圈就会画出一个圆，接着让学生把绳子换成橡皮筋再画，结果画不成一
个圆。
这时，教师抛给学生两个问题：“为什么画不成？
”“形成一个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通过这种动手操作，数学不再是枯燥的、抽象的概念和定理，而是和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的有用的
学科。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学得高兴，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再如，教师在教学“表面积”时，可以设计这样一道题：将长、宽、高分别为3、4、5的两个长方
体形状的巧克力包成一包，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包装方法？
哪种方法包装最省纸？
这种来源于生活的例子，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有利于他们
创造力的培养。
　　（四）数学知识传授与创造力的培养　　数学学科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其本身就体现
着创新的思想，包含着无穷的魅力。
中小学数学中所涉及的算术、代数和几何等内容，都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从简单到复杂，一
步步发展起来的，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
　　比如，在数学中有“用字母表示数”的学习内容，虽说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我们会感到很简单
，但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表示，却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它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从数字领域迁移
到代数领域，实现了由算术向代数的转化，因此也使人类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实现了由静态思维向动态
思维的转变。
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掌握了这部分知识，不单意味着其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同时也意味着其思维水
平实现了从具体思维向形式思维的飞跃，实现了思维水平的一次跨越。
　　再比如，负数部分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一种跨越--从正数到零，再由零到负数。
儿童青少年理解了其意义，也就扩展了其有关数的理解范围，建构出有理数的概念，也因之完成了一
次高度抽象性的思维升华--这些都是由数学知识本身的飞越而促成的理性突破。
　　正如前文所言，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无论是接受数学知识，还是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答问题，对
于学生而言，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一则他们在接受数学知识特别是新的数学知识时，是在其最近发展区实现知识的增长以及能力的提升
，这无疑是一种基于旧有知识而进行的创新变式。
比如在学习初步的立体几何知识时，会由单纯的二维平面思维逐步转变为三维立体思维，这种转变过
程就体现了一种跨越和创新，从一个旧的问题思考模式转变为一个新的问题思考模式。
二则在吸纳新知识、形成新认识之后，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知识尝试解决新问题，甚至发现
更新的问题。
比如在学习了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后，学生可以自己尝试推导菱形面积公式，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
进一步理解图形的性质和含义，从而在更牢固地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入学习新知识的能
力提升。
　　（五）数学实践与创造力的培养　　数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建立
在其实用性基础之上的。
鉴于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学生在学完数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时，一般只能通过解答应用题“模拟
”解决实践问题，但即使如此，也能提升其创造力。
比如，在解决有关时间、速度和距离的数学应用题时，虽然学生不能身临其境地完成相关行程，但题
目本身提供的情境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于解答实际问题的兴趣，使得他们也能完成相关的知识学习和
能力提升，也因为解题本身而增强其应用数学知识的兴趣，从而为未来解决真实的实践问题奠定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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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除上述这种相对被动的学习模式外，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也涉及编制应用题的学习内容，这对
学生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因为编制数学应用题，不仅需要学生理解相关的数理知识，而且需要他
们具备较强的逻辑表达能力。
这一从知识储备到知识释放的过程无异于一次创造发明的过程--从理解相关知识，到审题立意，形成
相关表象，再到具体思维操控，直至编出题目，和一项新发明的产生别无二致。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这样的学习模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成绩，提高其应用题解题能力。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和先进教学手段的引入，新的教学模式也走进了数学课堂，研究性学习和创设
问题情境的学习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模式。
　　比如，在学习完统计知识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去调查学校某年级学生的身高、体重等，通过
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向全班同学汇报调查的结果，使学生能够真正学以致用，激发其学习数
学的兴趣，培养其迁移知识的能力，从而奠定其创新能力的基础。
　　再比如，在教学“小数的性质”时，可以在课前预先布置学生到超市或商店里了解各种商品的价
格。
上课时，先听取学生的汇报，教师有意识地记录一些带小数的商品价格，然后启发学生通过不断转移
小数点的位置发现价格的变化，直到最终学生能够自己“创设”价格，自己不断比照所定价格的差异
。
这算是一个从创设实际问题的情境中，提高儿童数学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生动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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