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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数学课程改革争议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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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近百年来!国际数学课程改革产生了各种争议!如课程内容的深度与难度!运算技能与计算器使用!发现学

习与启发讲解!以及欧氏几何内容的处理等# 这些争议缘于不同的课程哲学观"目的观"教学观!其实也是数学课程的

*学科性+与*教育性+之争# 分析其产生原因!对于提高我们课程改革的辨识能力!改进我国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具有重

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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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进入 #!世纪#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综合国

力的竞争就是人才"尤其是创新性人才%的竞争#

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 中小学教育是学校教育中

的奠基阶段+关键阶段#当然也是人才成长的奠基

阶段和关键阶段& 由于数学学科自身的独特价

值#以及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数学无疑是

中小学文化课程中一门重中之重的基础性课程#

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数学课程及其教学改

革#且常常是课程改革试验的'排头兵(#由此也

就引发出许多问题+讨论和争议#甚至是'数学战

争(& 本文试图呈现由此引发的主要的争议和讨

论#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透析其背后的根源#以期

提高我们进行数学课程改革的辨识能力&

!5国际课程改革争议一瞥

数学课程改革没有先例和固定模式套用#通

常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改革的过程是一种试验

的过程#因而#产生了许多问题+争议&

!*!5 关于数学课程内容的深浅与难易程度方面

的争议

随着民主和教育平等的演进#对数学课程难

度的争议也伴随而至& 课程改革的进步主义者认

为#传统的数学课程'难+繁+偏+旧(#不适应现代

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数学课程现代化进程#

对传统数学课程进行了彻底改革#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就已涉及集合+概率+统计等多个领域的内

容& 而日本著名数学家小平邦彦则反对道!'在

初等教育阶段的数学教学中涉及较多领域#就像

是一个学习所有乐器或者学习多门外语一样愚

蠢('对大部分学生而言#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涉

及的多个领域#例如集合+逻辑+拓扑学等知识并

没有必要&(

)!*

美国加州大学数学教授伍鸿
!

认为数学新课

程内容简单#忽视基础#甚至包含错误#内容上

'一英里宽#一英寸浅(#致使美国的数学教育水

平下降甚至是倒退& 例举 #$!+ 年全美统测中的

一道试题!'一个女孩星期六卖了 !, 杯柠檬水#

星期天卖的是星期六的两倍#她一共卖了多少

杯3(#结果 +." 的四年级学生没有答对& #$$%+

#$!#和 #$!, 年国际 8_R7测试数学成绩排名也

证实了美国学生表现不佳#甚至有人专门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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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数学有多烂(#批评数学课程改革&

而美国乔治亚大学数学教育教授 D*D)H[9J:)2

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基于美国数学教师协会"X9A

J)(19H\(K10)H(Q >̂90L>:I(QP9JL>@9J)0I#简称

X\̂P%!%-% 年制定的-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

准/#美国的数学教育质量正在改善#如 R7̂ 成绩

在提高#尤其是优秀学生在创造性思维方面有

优势)#*

&

!*#5 关于基本运算技能与计算器使用方面的

争议

美国纽约大学 V:91 \K:0)(教授指出#无论是

X\̂P颁布的-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学校

数学教育的原则和标准/#还是改进版的-统一州

核心课程标准/的数学部分 " L̂>\(@@(1 \(:>

RJ9J>RJ91'9:'IQ(:P9JL>@9J)0I#简称 \\RRP%#都

存在轻视基础知识学习#忽视基本计算的问题#只

要近似答案#导致诸多误解)+*

& 认为过早地使用

计算器阻碍了学生计算技能的提高#而糟糕的基

本技能和基础知识已影响到美国学生的数学学

习& 有接近 #.+的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运算达不

到'熟练(的程度"计算技能分及格+熟练和优秀

三个标准%#在 #$!# 年的 8_RR7测试中美国学生

的数学成绩排名 "!& 反对者指出数学标准忽视

了小学乘法的标准算法+没有分数除法+忽视四则

运算的'算法(等#认为'提高算术计算技能的唯

一甚至是最好的方法是用0纸和笔1的运算(

)#*

#

不应过早和过度依赖计算器& 在学生数学成绩最

好的国家#学生在 3 年级之前并不使用计算器&

因为#对数学基本概念与运算法则的熟练掌握#是

儿童创造力与数学能力的发展基础#也是学好数

学的基础& 日本著名数学家小平邦彦也指出!

'数学是数字的学问#其最重要的基础是数字计

算(#而'如果在小学阶段没有反复练习数字计

算+掌握数字计算方法的话#长大以后就很难能掌

握这种能力了&(

!

!

课程改革者则认为传统数学课程过分重视算

术运算和机械训练#随着计算器和计算机的普及#

运算可以交给机器处理& 美国数学教师协会

"X\̂P%则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理论和实践经验

的支持&(

)!*在 #! 世纪#使用计算器和计算机进

行计算是必然的事& 认为过去的数学课程过分强

调机械训练和记忆#不利于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

力和创新能力#必须进行改革& -71 7G>1'9Q(:

70J)(1/明确指出!'所有学生都应该被允许使用

计算器#包括小学生('那种属于从前时代的对算

术基本技能的要求是危险的( '纸笔运算不熟练

不应阻碍到学习问题解决的策略(& 认为计算器

的使用在对数的认识+概念性发展及可视化等方

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

&

!*+5 关于数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方面的争议

由X\̂P于 !%-%+#$$$年颁布的两份数学课

程标准都十分重视教学情景+做中学及问题解决#

主张学生自主探究和发现学习#认为'只有学生

自己发现#才是真正的学习&(

),*美国家科学基金

委"XRV%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所有儿童都可以通

过运用+操控与真实世界和现实问题相关的科学

和数学思想来学习$数学和科学知识是在实践中+

而不是被动地...例如学生看教师在黑板上推

演...获得的$探问式+动手式学习比课堂讲授更

具有参与性&(

),*进步主义十分推崇和强调'做中

学(及其情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对

'坐中学(& 杜威曾批评道#在学校里#学生思维

训练失败的最大原因#也许在于不能保证像在校

外实际生活那样#有可以引起思维的具体的情景&

例如学生做小数乘法#一个答案是 +#$*!3#一个是

+#*$!3#一个是 +*#$!3& 这表明学生虽然会计算#

但没有思考& 于是#教师让学生去商店买东西#并

与商家约好让学生自己计算商品价值& 数字的运

算和教科书里的相同#但小数点都没有弄错& 这

是因为情景本身引起了学生的思考#限定了他对

商品价值的理解& 因此#教科书的习题需要一个

情景)3*

& 主张通过在探索+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中来学习知识+发展能力& 认为知识是不能

通过传输+讲授等方法获得的#需要学生自主探

究+发现学习#只有当数学知识被'镶嵌(于具体

的实际情景中时#才最能被学习者理解和掌握&

因此#数学教学要创设问题情景#让学生在探索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

识+理解知识& 由此#他们创造或提出了许多教学

新方法#如!H>9:1)1GUS'()1G# >̀[>:)>1J)9HH>9:1)1G#

[:(UH>@

4

I(H?)1G# J>9@Y(:2# G:(K[ Y(:2# [:(/>0J

4

U9I>' H>9:1)1G等&

对此#由数学家+数学教师组成的一个团体发

表讨伐檄文-关于数学教育的十大神话#以及为

什么你不该信/反驳道#学生的数学学习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不限于发现学习#把大部分学习建立

"!

!

!

5美国数学教育的十大神话)<E.Z=**LJJ[!.YYY*0L)19J>90L>:*0(@*01.1>YI.#$$3.$%$#.#$!!*9I[*L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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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的基础上是耗时的#且不能保证学生最终

能够学到正确的概念#还会给学习进步带来阻碍

或延迟#并不适合所有内容和所有学生的学习#只

能用在少数精选的主题上)"*

& 数学中的许多东

西...如理性精神+数学思想等...是'学生自

己探究不出来#课本上也反映不出来#只有通过老

师有意识地讲解#学生才会获得&(

)&*特别是#数

学课程围绕问题解决进行'螺旋式上升(组织内

容的结构破坏了'小学算术理论体系(#'这种结

构性的大改变#伤到了美国小学数学教育的筋

骨(& 致使数学教学内容松散+不成系统#不利于

学生的数学学习和数学能力的培养#妨碍了学生

的学习质量& 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数学在义务

教育阶段不必引入太多的应用内容#以免让学生

眼花缭乱而掌握不到数学的科学实质& 数学应由

它的简洁+明确和强烈的规律性来引起学生的好

奇心和学习兴趣#而不是用繁杂的事例灌输知

识&(

)#*在美国百年数学教育改革中曾经欢迎过

许多教育新思想#'其实#所有这些新思想都很有

意义#但又不是包治百病的&(

)-*

!*"5关于几何内容与要求改革方面的争议

自 !%3$ 年代数学课程改革开始#'在大部分

国家中#几何似乎已逐渐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失

去了其在数学教学中的中心地位#22情况通常

是#几何已被完全忽略掉#或者只包含了其中非常

少的有关内容&(

)%*坚持改革的一方认为#随着社

会发展#一方面两千多年前的欧几里得几何内容

'难+繁+偏+旧(#已经落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几乎没有多大用处#且挫伤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和积极性#必须让位于代数学习$另一方面#虽

然几何学习能够训练人的逻辑思维#培养推理严

谨的品质#但'代数也有证明(#具有同样的教育

功能和作用#同时#'将证明改为说理(#'让学生

更容易掌握(#且'这样可以拓展学生对数学证明

的理解(

)!$*

& 因此#改革几何内容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于是#对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化体

系进行彻底改造#无论是在内容选取+体系构建+

论证推理等方面向着直观几何+实验几何或者综

合几何扎实推进& 有学者从 !+ 个国家的数学课

程标准比较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在这 !+ 个国家

的数学课程标准中#论证几何内容涉及很少#只有

俄罗斯+法国+南非等少数几个国家的课标有立体

几何内容#其他几个国家几乎没有立体几何内容

"如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印度等%

)!!*

&

而反对者认为#其一#数学学科具有科学价

值+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

学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其三方面整体的育人功能#

不能因为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两个价值#

即使谈论数学之'用(也不应仅局限于其'生活之

用(#这只是'小用(& 从训练学生严谨思维#培养

理性精神#发展个体智力#培养高素质公民之数学

教育的主要功能来说#更应发挥其纯数学之'大

用(& 如果过分强调生活之'小用(#掩盖了 '大

用(#使数学教育远离本质#实在是得不偿失)&*

&

同时#以实用主义观点#把数学分成'有用的数

学(和'无用的数学(本身就是不科学+错误的&

许多数学知识在当时被发明出来时并没有什么实

用价值#纯粹是智力的游戏+思维的体操#但是#随

着科技发展#它们却在许多学科和领域中发挥着

巨大作用& 因此#不能以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几

何课程& 至于欧氏几何演绎推理的教育价值更是

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欧氏几何的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推理能力的训练与严谨的科学

精神的养成#是必不可少的& 大幅度削减几何课

的内容与训练是目前实施的课程标准的一大缺

失)!#*

& '中小学数学教育担负着理性文明和科学

精神的启蒙使命#数学0新课标g全面否定中等教

育的优良传统#减少内容#减低要求#打乱体系#淡

化逻辑推理证明#以0说理1代替证明#不鼓励学

生问为什么#不讲证明#数学课就失去了数学灵

魂& 这样的改革会贻误一代中学生#到时就悔之

晚矣#需要立即停止&(

)!+*

#5分析与讨论

以上这些争议或争论#从数学哲学和数学教

育哲学的高度看#归根结底是关于数学的'学科

性(与数学的'教育性(的价值之争&

#*!5课程哲学!实用主义还是要素主义

以数学家为代表的一方强调数学课程的学科

性#其课程理念源于美国教育家威廉,巴格莱

"T)HH)9@E9GH>S%要素主义课程哲学观& 该课程

观认为#由于儿童的生活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

们在学校的学习主要是用较短的时间尽可能多地

接受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间接经验& 因此#数学

课程应当呈现数学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观念等

学科要素#课程内容的编制要严格遵守数学知识

的逻辑体系#强调学生对系统知识的学习& 学生

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观念就可以轻松学

习理解数学的公式和原理等知识了#而学习了这

些公式+原理后就可以掌握数学的基本技能#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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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能力#包括问题解决能力&

但事实上#数学课程'心里的考虑也许会遭

到忽视或推在一边#但它们不可能被排除出去&

把它们从门里赶出去#它们又从窗子里爬进

来&(

)!"*由于要素主义课程观仅从数学学科自身

内在逻辑体系出发#无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

认识特点#常常超出和脱离学生实际& 正如'新

数运动(那样#不仅没能使学生掌握数学学科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而且学生的数学技能和能

力不升反降#受到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

育家的猛烈抨击#就是领导这场课程改革运动的

布鲁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课程改革受到了'重

创(#最终以失败收场&

而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教育家们则更多地是

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待数学课程#认为数学课程

只是学生学习的众多文化课程中的一门#尽管这

些课程名称各异+内容不同#但都是为学生今后走

入社会适应生活作准备的#应当发挥它的'教育

性(& 进步主义教育家的口号是'我们在教孩子#

而不是教科目(& 他们宣称相当部分的算数技

能+大部分的代数内容以及绝大部分的几何知识

都是没有必要的#建议砍掉高中数学中的代数和

几何内容& 曾担任麻省教育委员会首任主席的

F9?)' R1>''>1 也宣称!'代数对于 %$d的男孩和

%%d的女孩来说是一个没有功用+几无价值的科

目(

),*

&

作为'科学皇后(的数学被阉割了#数学课程

难度要求一降再降#体系支离破碎& 数学一旦放

弃了自身独特的高度抽象性+逻辑严谨性等特征#

也就失去了它应有地位和作用#何谈育人价值3

数学的育人价值就在于培养抽象思维+训练严谨

推理能力#养成创新意识#锻炼坚毅品质#而这些

需要学生经历长期的+艰苦不懈地努力打好基础

才能达到& 因为#越是基础的东西#越是重要#越

是蕴含了深刻的道理)&*

& 数学教学活动应当把

重点放在概念准确理解与逻辑的推理上#而不是

一味地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问题'情景(

创设和自主建构&

#*#5 教育目标!数学为大众 "P9JL>@9J)0IV(:

7HH#还是为精英

大众数学的提出#迅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推

崇#一方面是进步主义强调社会民主+教育平等恰

逢其时& 他们对'平等(的解读是人人不仅要机

会均等#而且要结果均等">aK9H([[(:JK1)JS91' >A

aK9H)JS(Q(KJ0(@>%$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对全

体公民的数学素养要求越来越高#数学素养已成

为现代社会公民最基本的素养之一& 因此#人人

都必须学习数学#都必须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必须

具备的基本数学素养&

从国家层面来说#数学教育既要为大众#也要

为精英辈出服务&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数学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特

别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对公民的数

学素养"如逻辑思维+规矩意识等理性精神和创

新精神%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果人们缺乏这些包

括理性精神在内的数学素养#将会给这个社会带

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人人都要学习数学#

人人都要在数学上获得良好的发展& 另一方面#

当今信息社会的高新技术本质上已成为数学技

术#各行各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技术主管#

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必须接

受和具备良好的数学素养#他们需要具备扎实的

数学基础和较高水平的数学能力& 因此#为了培

养和造就大批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精英人才#国

家要为他们所需要的精英人才的辈出和发展提供

所必需的数学教育&

从个人层面来说#由于社会分工能够给劳动

者提供的就业岗位按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分

是呈金字塔形状的#愈是上层的人其收入和社会

地位也就愈高#当然#对人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要求也就越高& 如果要使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好一

些#你就必须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和较高的专业

水平#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处于塔基以上的较高层

次& 一般来说#进入大学学习#特别是一些新技

术+金融工程+经济管理等专业对数学成绩都有较

高入学要求& 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大众数

学(与'精英数学(之争#其实是教育的社会分层

功能罢了& 从-西方教育骗局#终于明白精英和

普通人的残酷差别/一文可见一斑&

在西方国家#对于社会底层和低收入家庭的

孩子#他们只能接受公立学校低水平的免费教育#

没有能力把自己孩子送入教学质量更高的私立学

校#因为这些私立学校的学费都十分高昂& 如在

美国许多拉美族裔+印第安裔等低收入家庭的孩

子通常只能被送到附近的公立学校读书#公立学

校不仅免学费#还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午餐&

基于大众教育的学校数学是一种基础性+普

及性课程#数学课程内容就不能太深+太难#教学

要求也不能高#只能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浅(&

这样浅显的内容根本不需要 % 年或 !# 年就能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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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不能把 !"+!, 或者 !&+!- 岁的孩子过早地

就送入社会吧#他们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过早走

入社会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和健康#还

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带来不稳定因素&

因此#进步教育家们考虑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过程

性和阶段性#同时为了让他们公平地接受和完成

相同的义务教育规定的年限#他们挖空心思地想

出了'探究学习( '自主建构(& 教师不能通过讲

解告诉学生知识#甚至学什么也由着学生自主安

排& 如此一来#这些学生掌握同样的知识需要几

倍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虽然高中毕业

了#却由于数学基础太薄#很难考入将来可以谋取

一份好的工作岗位的名牌大学#至多进入社区学

院再学习一些技能课程& 这样#他们几乎没有机

会跻身社会上层#从事白领工作岗位#所以对他们

来说'数学等同于机会( "P9JL>@9J)0I<aK9HIZ[A

[(:JK1)JS%& 另外#学校为了这些底层的孩子今后

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具备'合作('分享(地从事苦

力等劳动岗位上的'问题解决(能力#学校鼓励他

们开展'合作学习(#从社会实际情境中开展'项

目学习(& 在下午基本都开展一些'素质(课程#

如体育+烹饪+木工+园艺等课程#以便他们今后较

快地适应岗位工作需要& 这类学校也很少布置家

庭作业#教师以鼓励表扬为主#不批评学生#孩子

学得愉快#教师教得轻松#因为只需要孩子在学校

不出事就行&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

要为孩子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这也许是已占

据社会上层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为固化社会分

层+专为社会底层平民孩子所提出的'大众教育(

最冠冕堂皇的一种解释和解读&

事实上#从'人人接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

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课程理念来

看#进行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都是需要的#二者并

不直接对峙和矛盾& 大众教育是普及教育#是精

英教育的基础$精英教育寓于大众教育之中#大众

教育包括精英教育& 既要抓好普及的大众教育#

也要重视精英教育& '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不重

视精英教育#因为精英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

民族的命运#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反之#要毁

掉一个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毁掉其精英人

才&(

)!,*日本著名数学教育家藤宏田教授针对本

国的'大众数学(教育就提醒道!'日本需要真正

的精英教育22提倡大众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精

英教育&(

)!3*我国在强调社会民主和教育平等#进

行大众教育的同时#不应忽略精英的教育需求#否

则#对他们也是一种不民主+不平等&

#*+5 教学理念!%通过问题解决学习&还是%为了

解决问题学习&

由于'问题解决(一词从提出之日起内涵就

界定不清#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从各自的视

角对问题解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致使这一口号

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解读和诠释#甚至

导致了困惑& 如有的认为问题解决是课程目标#

有的认为问题解决是教学方式#有的认为问题解

决是教学手段+认知过程22等等)!&*

& 从数学实

际教学中产生的分歧来看#归根结底是'通过问

题解决学习知识(与'为了解决问题学习知识(之

争& '通过问题解决学习知识(就是指创设真实

的问题情景#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发现#在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为了解决问题学

习知识(是指#将问题作为'引子(#激发学生求知

欲望#目的是引出新知#教师通过启发性讲解#学

生以'再发现(的方式主动地获得系统的知识#最

终解决问题#发展能力&

如果把问题解决作为数学课程教学的目标#

那么也仅仅是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目标#就是作

为手段或方法也只是众多教学方式+方法之一#绝

不是唯一& 同时#并不是所有数学知识的学习都

可以通过问题解决来获得#也并非所有的数学知

识都需要通过问题解决来习得& 原因有三!一是

学生在校学习主要是掌握人类经过长期实践积累

起来的大量间接经验#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

接受为胜任日后工作的大量知识#以问题解决之

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的方式获得知识不经济+不可

能$二是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与严谨性+逻辑性与

系统性#将这样的知识获得从属于探究的过程#不

仅是无法实现的#也破坏了数学理论的独有特性#

学生很难获得数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数学知识的

逻辑体系& 就是杜威本人也认为通过问题解决来

学习系统的数学知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

有解决好&(

)!-*学生基本概念不清#基础知识不

牢#更不可能具备扎实的基本技能了& 三是有些

数学知识本身就是生活常识的精微化#根本不需

要再多此一举用什么情景引入+'嵌入(情境之

中& 中小学教材中许多数学知识大多是根据知识

的'历史发生原理(截取的#并非都是符号化+形

式化的抽象定义#而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进

行编排的'教育形态(#基本能够容易为学生所接

受#'一般来说#没有必要设计一些特殊的场景在

课堂演示& 这样做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得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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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失&(

)!#*

'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更重要(& 一门学科

的学习终究必须以对学科内容 "0(1J>1J%的掌握

为根本#如果内容稀薄而大肆渲染教学方法"[>'A

9G(GS%#无论多么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也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让学生获得应有的学科

知识&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没有一种

教学方法可以生搬硬套+强行推广用于不同内容+

不同学生的知识学习中&

+5启示

+*!5处理好数学的%三观&

处理好数学的'三观(就是要树立数学学科

具有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三种观念&

数学的科学价值是说数学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

准确性+系统性$应用价值是说数学知识的实用

性+工具性+经济性+联系性$而文化价值是说数学

知识的思想性+人文性+艺术性+继承性& 一方面#

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工作环境+不同社会文化的人

对数学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数学课标的制

定需要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小学数学教师乃至

学生家长及多方人士参与#并认真倾听他们的意

见#使课标体现数学'三观(相辅相成的有机统

一& 另一方面#数学学习终究要获得知识#'无知

必然无能(#但我们不能靠死记硬背+灌输式教学

来获得知识#而是要激发学生主动地按照知识的

'历史发生原理(#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再创

造(& 获得知识是基础#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有

了知识我们还必须会应用#解决实际问题#增强适

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要学会思考#发展智力#

培养我们的数学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知识

是基础#但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上& 获得知识要

讲究方法#方法要通向能力#提炼出思想#思想要

转化为观念& 而离开知识空谈数学思想方法+培

养实践能力+熏陶价值观念便成了无舟之渡#也是

无稽之谈&

+*#5正确理解教育公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明民主的进步#实施

'大众教育(#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平等+公平的

教育是大势所趋& 公平+平等的教育意味着机会

均等+资源条件平等#是否也意味着教育的结果平

等呢3 '大众数学(是数学教育的基本要求#为了

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也是最低标准#

解决了'吃不了(的问题&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 社会要发展#科技要进步#也呼唤和依赖

千千万万'精英人才(& 因此#我们也要解决'吃

不饱(的问题#为人才辈出#应当为对数学有特殊

要求和天赋的学生提供帮助#这也是教育要体现

的'公平(& 中国的教育体制与西方不同& 中国

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公办学校#在师资水平+经费

来源+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等方面都优于民办学

校#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无论数学

'优生('差生(都接受同等同样的教育#包括民办

学校也是这样& 而西方国家则不同#那些家庭经

济条件好+对数学有特殊要求的学生主要在私立

学校就读#老师的要求也高#学习也很辛苦#有利

于优秀学生脱颖而出& 在公立学校就读的主要是

那些低收入贫困家庭的孩子#学校要求也低#他们

毕业后很难考取名牌大学#进入上层社会)!%*

& 应

当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内对优秀学生进行

特殊培养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

+*+5平衡好中西教学理念的运用

我们进行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既要'革除(陈

旧落后+有违教育教学规律+阻碍学生发展不好的

东西#更要继承发扬我们的优秀传统& 我们要学

习+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教学理论成果#但不能

'照单接受('全盘西化(#更不能把已经被实践证

明是失败的外国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当作'瑰宝(

盲目引进过来& 近些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在国

际8_R7测试中糟糕的成绩#已引起他们对进步

主义的自主探究+发现学习+问题解决等教学理念

和方法展开批评和反思& '人们普遍认为不能以

小组学习或发现学习的方式#完全取代数学教学

中的直接讲授&(

)"*如全美数学顾问小组 #$$- 年

的报告-成功的基础/ "V(K1'9J)(1 Q(:RK00>II%不

再强调'学生中心(#而肯定和倾向于我国课堂教

学中'教师在数学教育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不要

争论课堂教学是学生中心还是教师中心#'在特

定的条件下采取特定的教学方法会取得更好的效

果&(不再固守自主探究+发现学习#'为了使学生

熟练掌握整数的加+减+乘+除法#除了需要进行大

量适当的运算练习外#还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加减

乘除的运算公式#除此之外#牢记各种核心概念#

如替换法+分配法+结合法等也是必需的($ 肯定

'讲授法(">̀[H)0)J)1IJ:K0J)(1%对于改善中下等学

生的数学学习和成绩'有着显著的效果(

)#$*

& 可

以说#这是对我国数学'双基教学(优良传统的肯

定并向之靠拢#我们应当珍惜+继承我们的优良传

统#并将之发扬光大&

另外#-成功的基础/也扭转了以往的数学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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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忽视教材在学生数学学习中的作用#肯定

具有知识系统性的教材对促进和提高学生的数学

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对教材'螺旋式(编排提出怀

疑& 指出!'数学知识的学习主要跟教材的编排

顺序和方法有关('那些认为学生太小+没有处在

最适合的学习阶段+没有做好准备的种种所谓有

理论根据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以学生

的大脑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为由#不适合学习某

些特定知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的

数学新课标教材却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螺旋

式(结构编排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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