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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科学之一，早在人类文化的启蒙时期，就已有了数学的萌芽。然而，长
期以来，很多师生都认为：数学是“枯燥的”，数学教师是“乏味的”。如何使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
丰富，学习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数学学习的情趣变得更加浓厚？　　此外，《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实验）》明确提出：数学探究、数学建模、数学文化应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课程之中。如何完成
《课标》的要求？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的起源、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学科，它包括特定时代背景下的
数学观，重要数学家的成就，重要数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数学理论的演变，重要数学方法的起源。
数学这门科学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充满了人类的创造和理性智慧，积累了这门学科富有魅力的题
材。在数学教学中穿插数学史，可以使学生认识数学的起源，数学发展的规律，认识数学思想方法以
及数学中的发现，发明与创新的法则；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
质、文化科学知识审美情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素养。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经说过：“再没有什
么故事能比科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更有魅力了。”　　数学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
习不可缺少的工具。尤其在当代，数学的影响已经遍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推进人类文明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社会也不断对公民的数学素养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就必
须考虑社会发展与数学课程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数学教师来讲，就必须考虑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在数学教学中要把一些现实的问题与之相联，让学生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和
生活经验去重新体验“数学发现”的过程，所学的数学知识去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数学
课程标准》要求：“要重视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要学生学习有用的
活生生的数学，使他们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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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备课参考:高中数学(必修1)(配人教版)》内容简介：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的起源、发展过程和规律
的学科，它包括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数学观，重要数学家的成就，重要数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数学理
论的演变，重要数学方法的起源。数学这门科学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充满了人类的创造和理性智
慧，积累了这门学科富有魅力的题材。在数学教学中穿插数学史，可以使学生认识数学的起源，数学
发展的规律，认识数学思想方法以及数学中的发现，发明与创新的法则；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科学知识审美情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素养。英国科学
史家丹皮尔曾经说过：“再没有什么故事能比科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更有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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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科学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思维规范。当新方法与这种规范相冲突时，则往往不能及时为人们
所接受。1926年，玻恩发表了短文《碰撞过程的量子力学》，首次提出了波函数的几率解释（统计解
释）。随后以长篇文章和专著详细讲解讨论并发展了这一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是以实验为
基础的，而且得到了实验的证明，它使得量子力学成为一门统计性的数学物理理论。这种方法与自拉
普拉斯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决定论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就连对量子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薛定锷、普朗克、德布洛意、爱因斯坦等人也不愿接受，甚至提出了许多批评，致使诺贝尔基金会拖
延了28年才为几率解释的创立者玻恩授奖。（二）学术权威的压制科学历史表明，科学蒙难也来自学
术权威的压制。某一学科领域形成了权威，就是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权威可以带
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学术权威对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但是，权威是相对的，作为一个学术权威，如果把自己绝对化，看不见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
献，甚至采取学阀的作风，那么，他就不仅不可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科学新发现
，阻碍科学新生力量的成长，从而造成科学蒙难。　　学术权威对科学新成果的压制，首先表现为对
不出名小人物的发现置之不理。1826年，青年学生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
的问题。他将研究论文《论一类极广泛的超越函数的一般性质》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科学院秘书、
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读了引言，便委托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由于柯西的忽视，把稿件丢在什
么地方，竟记不起来了，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
被拖延了12年之久。同样，1829年底，18岁的青年数学家伽罗华，将自己关于群论的研究论文递交法
国科学院。然而，柯西和傅立叶却把这份极其重要的论文给散失了。1831年1月，伽罗华又将其论文交
给著名数学家泊松，再次遭到了指责和否决，论文整整被压制了17年。1846年，在刘维尔主编的《数
学杂志》上发表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学术权威对科学成果的压制，还表现在对新成果
的贬低和攻击上。于1884年，瑞典化学家阿伦纽斯提出了在化学发展中带有革命性的电离学说。他先
把新学说的思想汇报给母校乌普萨拉大学的克列维教授，热切地期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却
意外地遭到了教授的嘲讽。克列维说阿伦纽斯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
地方了”。当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宣读论文后，教授们个个怒不可遏，认为他的想法
“纯粹是空想”。更有甚者.当他的论文公开发表以后.便遭到了更大规模和更加猛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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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很多史料，如一些记号的来源，数学发展。还有数学故事和数学应用。都是上课的好的素材。
如果是对数学感兴趣，除了教好学生解题得高分之外还想教好数学的老师，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或同
类书籍。都值得买一套来看看。
2、对于新参加工作的老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总体来说，书的水准不太够。
3、刚看了两页，发现两页都有错误，卓主编很不负责任。第1页，分配律错误；第二页，吸收律(1)证
明过程错误，反演律(2)证明过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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