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13位ISBN编号：9787561146392

10位ISBN编号：7561146396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严士健

页数：2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前言

　　我1948年进人北京师范大学，迄今50余年。名为师范圈中人，却一直在做数论、概率论方面的教
学和研究，介入数学教育不多。在此谈数学教育，因为毕竟是“外行”，不胜惶恐。　　不过
，1988-1995年问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的时候，曾让我兼任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任。2000年开始，
又和张奠宙、王尚志等同志一道主持《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研制工作。这些经历使我对数学教育，多
少有了一些实际感受。其中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数学教育及其实践对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度
重视（现在还不那么重视！）的领域。动员大量数学教师、数学家、教育工作者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的
数学教育研究队伍，从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其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到我
们国家的未来，中华民族的振兴。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直接接触的或别人不大谈及的一些历史情况，
顺便也谈一些我自己关于数学教育的情况和看法。　　首先我要谈及我的老师傅种孙先生。傅先生对
希尔伯特的公理化主张以及罗素的逻辑学派有深入的理解。他将维布伦（Veblen）的公理系统整理成
论文《初等数学的研究》，其中提到：“初等几何及代数各为一科数学。其内容及应用迥不相侔，然
就其为学之精神言，则皆纯乎论理之一大盘演绎推测式也。所谓纯乎论理者，其真确自真确，无关于
经验，无与于物质，不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超出于人世间亦不得变者也。”这些话，现在看来，似
乎并不深奥，甚至有些极端。但是，在20世纪初，能够倡导中国所缺乏“数学理性精神”，确实难能
可贵。钱学森先生回忆起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听傅先生讲授几何课时，深有感慨地说：“听傅老师讲几
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傅先生能够做群论方面的论文，却把一生献给了中
学数学教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时，首先设置了系列的“初等数学复
习及研究”课，开研究数学教育的先河。傅先生的严谨，并不迂腐，而是旁征博引，注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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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内容概要

《严士健谈数学教育》主要内容有：普及数学教育的目标探究、让数学成为每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数学思维与应用意识、创新意识、数学意识——素质教育与数学教育、让数学融入我国文化传统、基
础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考、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数学教育改革、对数学发展及其价值的认识、基础数
学教育的思考等。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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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士健，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现数学科学学院），该系教授，我国首批博士生导
师。从1982年起，先后担任该系系主任、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中
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兼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三届数学评议组成员，国家
教委（现教育部）普通高校理科数学及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从事数论、代数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际上首次获得环上线性群自同构的形式：其后转向概率、随机过程，在国内率
先倡导和开展无穷粒子系统研究。90年代起，开始关注和研究我国的数学教育。在他主持的天元基金
数学教育项目中，支持指导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活动。1998年以来他先后担任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顾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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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书籍目录

普及数学教育的目标探究让数学成为每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数学思维与应用意识、创新意识、数学意
识——素质教育与数学教育让数学融入我国文化传统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考面向21世纪的中国
数学教育改革对数学发展及其价值的认识基础数学教育的思考论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必修部分新增
的五个内容数学高考能否出点应用题中学数学教材初探初中一元二次方程教材处理的想法及注释小学
数学教师要提高数学素养对初等数学研究的一点意见高等数学教育及教材建设的几点意见我培养博士
生的几点做法大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大学本科数学基础课教材的基本特点高师数学教育改
革应该面向21世纪论高师院校数学教材的特点应从战略高度来研究我国的文科数学教育整理自然和社
会的秩序需要数学整理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需要数学管理与数理统计的深层结合数学教育与计算机技术
人工智能、电脑与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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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章节摘录

　　我们的数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是学生获得较好的数学基本训练，特别是计算的熟练和
逻辑的严密性比较好。这可以从国际教育成就评价课题研究（IEAP）调查得到肯定，也可以从中国留
学生在国外的考试成绩间接印证。这一点受到美国教育界的重视，最近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派
了以该基金会现任主席李·舒尔曼（Shul-manL.S.）以及包括美国数学协会（MAA）现任主席托马斯
·班乔夫（BanchoffT.F.）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主席艾伦·熊菲尔德（SchoenfeldA.）的高级
代表团来我国进行数学教育经验的交流活动。在他们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舒尔曼明确地表达了他们来
学习中国数学教育经验的目的。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恰当的自信。　　这种成绩的获得主要由于
我国数学教育有注意数学的严格性、逻辑推理以及注意解题技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广大
的优秀教师让学生做相当数量的习题，并且引导学生总结自己的思考过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了数学。此外，还有一些教师让学习较好的学生或者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自己除了做一般的适量习
题外，再做一些需要费力思索和发挥想象力的难题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毅力和习惯。我们知道习题只给了条件和结论，甚至只给了条件和问题，需要学生将解决问
题的过程进行再创造，而较难的习题经常需要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索。这种再创造过程自然可
以培养创新能力，而～段时间的反复思索则可以锻炼学生的忍耐力，也就是培养了创造毅力，经常做
一些这样的题目不就养成习惯了吗？这一点在一些有所成就的数学家，甚至科学家中是得到印证的。
这些做法是我国数学教育中的长处，应该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认真加以研究。一方面，使宝贵的经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克服一些不足之处，不能固步自封，否
则会走向反面，如应试教育可以说是这种传统在一定条件下自然的发展。　　我国数学教育的不足我
们应该正确对待我国传统数学教育的方法。　　首先，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下述一点上可以加强，即在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同时，能够而且应该通过数学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可
以说是一种重要的素质教育。其次，我认为我国这种传统的重大弱点之一，就是只注意数学本身的习
题的解决，不注意数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关系。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原
因。其结果使得数学教师的工作内容处于和社会生活隔绝的状态，社会上对数学的作用也不大了解，
有一种神秘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那些对数学有兴趣的人们则乐此不疲，多数不大注意数学在
社会中的作用，更谈不上向社会宣传数学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社会上对升学的普遍重
视，特别是升大学的激烈竞争，社会和学校都十分重视升学率，教师的工资待遇也经常和他们所教学
生的升学率相联系。于是老师们在社会的压力下，驾轻就熟地采取应付考试的措施：让学生大量做题
，甚至将题目归纳成各种各样的题型，让学生进行大量的模仿和重复。这种灌输式的办法（现在通常
称为“应试教育”），虽然使学生在计算和推理方面提高了熟练的程度，但是却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学生负担加重；对学生掌握数学本质和发展智力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严重的障碍；学习优秀的学生
对数学感到厌倦，学习吃力的学生对数学产生恐惧的心理。致使学生在课程学完以后大都远离数学，
社会对数学也越来越不理解，数学的作用剩下的似乎只是学生们升学和取得学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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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士健谈数学教育》

编辑推荐

　　数学应该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方面，并发挥重大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
立民族的数学意识和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数学修养。为了我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急切地需要在
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让数学融人中国文化传统。　　——严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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