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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陸數學教育的若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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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設計和實施面向二十一世紀的數學教育的時候，應該放眼世

界，廣泛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開闊我國數學教育的思路。我國數學教學

的行之有效的優秀傳統，應該在當前的數學教學中得到體現。同時，我國

數學教學的傳統，也應該根據科學技術和學科教學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

不斷完善。 

1、「雙基」與「三力」，同步發展的傳統 
我國自上個世紀 60 年代初以來，逐步形成了以發展計算能力，邏輯思

維能力，空間想像能力等三大能力為代表的數學教學傳統。 

我國把發展三大能力作為數學教學的主要目標，並且讓學生的三大能

力得到同步發展，三大能力的含義，也隨著時間的推移，不斷明確，不斷

豐富。 

1.1 每一種能力都依賴於其他能力而發展 
三大能力是相互緊密聯繫的，其中每一種能力，都依賴於其他能力而

發展。茲以空間想像力為例予以說明。要培養學生的空間想像力，必須讓

學生有充分的機會探索圖形的性質，要探索圖形的度量性質，就需要借助

於適當的計算來實現，因而，一定的計算能力就成為發展空間想像力的重

要條件；而要探索圖形的特徵性質，往往有需要借助於直覺猜想和邏輯推

理，因而一定的思維能力就成為必不可少的了。在我國幾何教學中，不少

教師既注意發展學生的空間直覺，也注意通過邏輯推理與度量關係等兩個

層面，較為深入地探索圖形的性質。同樣地，豐富的空間想像力既可以支

援學生尋求方法解決有關的計算問題，也有利於學生對圖形性質的思考，

探索與論證。 

1.2 雙基與三力相輔相成 
雙基所指的是數學的基礎知識和基本技能，而能力的形成是比發展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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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更高層次的教學目標，雙基的發展促進了三大能力的發展，而三大能力

的發展也促進了雙基的獲取，我國對知識、技能和能力及其相互關係的認

識有一個發展過程。 

1952 年《中學數學教學大綱》已經提出了基礎知識和基本技能，作為

數學教學目的的主要組成部分。 

1963 年《全日制中學數學教學大綱》（草案）首次明確地提出了三大

能力，作為數學教學目的的核心概念。 

1982 年《全日制重點中學數學教學大綱》（徵求意見稿）開始注意知

識、技能和能力的關係，它指出：「學生的能力是通過知識、技能的掌握而

形成和發展起來的，這些能力一經具備又有助於學生更快地去獲取和運用

知識。」 

1986 年《全日制中學數學教學大綱》正式把雙基與三力並列，作為中

學數學教學目標的核心內容，大綱闡明了雙基與三力的關係，指出了數學

教學中抓雙基的要領。該大綱認為「掌握知識、技能和培養能力是密不可

分的。」 

1986 年《全日制初級中學數學教學大綱》指出：「能力是在知識的教

學和技能的訓練過程中，通過有意識地培養而得到發展的；同時能力的提

高由會加深知識的理解和技能的掌握。」可見上述大綱已經對雙基與三力

的關係作了進一步的闡述，並且指出了教師的教學工作在其中的地位。 

1.3 三大能力的內涵逐漸清晰 
我國在數學教學有關抓雙基的教學理念，明確地表述在歷次數學教學

大綱和課程標準中。三大能力的教學要求，也逐步得以明確化。 

78 年《全日制十年制學校中學數學教學大綱》（試行草案）指出：「中

學數學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具有正確而迅速的計算能力，一定的邏輯思維

能力和一定的空間想像能力，從而逐步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

力。」這是對三大能力外延的擴展，實際上，後一種能力是前三大能力發

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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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全日制初級中學數學教學大綱》（試用）的教學目的中，對三

大能力中每一種能力的含義，都作了較具體而詳細的闡釋。這種闡釋直到

2000 年《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數學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仍然保持下

來。 

思維能力是指： 

 會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象和概括； 

 會用歸納、演繹和類比進行推理； 

 會合乎邏輯地、準確地闡述自己的思想和觀點； 

 能運用數學概念思想和方法，辨明數學關係，形成良好的思維品質。 

可見此時我國已經擴大了思維能力的範圍，從過去局限於邏輯思維，

擴展到更廣泛的思維能力和思維品質。 

運算能力是指： 

 會根據法則和公式正確地進行運算，處理資料，並理解算理； 

 能夠根據問題的條件，尋求與設計合理簡捷的運算途徑。 

可見此時對運算能力的要求，已經超越了過去只要求「迅速正確」的

要求，反映了概率統計的教學需要，已經初步闡明了算理演算法在教學中

的地位。 

空間想像力是指： 

 能夠由實物形狀想像出幾何圖形，由幾何圖形想像出實物形狀； 

 能夠想像出幾何圖形的運動變化； 

 能夠從複雜的圖形中區分出基本的圖形，並能分析出其中的基本元素

及其基本關係； 

 能夠根據條件作出或畫出圖形；會形象地揭示問題的本質。 

可見 1992 − 2000 年的歷次教學大綱對空間想像力逐步作出明確的界

定，更加清晰地說明了培養空間想像力的具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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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數學的部分內容加入中學數學，中學生的數學視野不斷開

闊，教師們對課程的認識也在拓廣與加深。2003 年，我國《普通高中數學

課程標準（實驗）》發表，它與時俱進地對雙基和數學能力給予了新的闡述。

即是如此，原有的「雙基」和「三力」的提法，仍有其歷史意義和參考價

值。 

2、數形結合，博思尋解的傳統 
「數」與「形」是中小學數學的兩大研究物件。我國數學教育工作者

歷來重視數形結合方法的運用。「數」泛指有理數、實數、複數、函數，以

及有關的代數物件及其相互關係等，是抽象思維的產物；「形」泛指二維與

三維幾何圖形，各類函數的圖像等，是形象思維的產物。數形結合方法的

運用，是我國從 20 世紀上半頁以來形成的教學傳統。 

2.1 數形結合體現了數學的內在聯繫和整體性 
我國 20 世紀 30 年代的教學大綱已經把認識「數」和「形」及其相互

關係作為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從而體現數學的整體性。 

1932 年，民國政府制定的《高級中學算學課程標準》已經明確地闡述

了數形結合的理念，把它作為中學數學的基礎。 

1942 年，民國政府制定的《六年制中學數學課程標準草案》再次指出：

「介紹學生形象與數量之基本觀念，使能瞭解其性質，及二者之關係，並

明瞭運算之理由和法則，及各分科呼應一貫之原理，從而確立普通數學教

育之基礎」。 

1951 年，新中國首次制定的《中學數學課程標準》闡明「數」和「形」

是數學的兩大物件，指出數形結合在數學教學中的意義。大綱指出：「數學

以講授數量計算，空間形式及其相互關係的普通知識為主」，「溝通形數，

奠定學習解析數學的基礎」。 

由此可見，從二十世紀早期起，我國已經把「數」與「形」及其相互

關係作為數學學習的主要物件，把「溝通形數」作為數學教育的基本理念。

究竟在數學教學中如何貫徹數形結合的思想方法？20 世紀 60 年代以後，

人們的認識逐步明確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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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數形結合」上升為數學教育的基本要求 
1963 年《全日制中學數學教學大綱》（草案）指出：應該重視「數與

形各自的內在聯繫以及數與形相互之間的聯繫與區別」，「把數和形的研究

結合起來，提高他們綜合應用數學知識的能力，更有利於學生系統地掌握

平面解析幾何的基礎知識，為以後學習高等數學打下扎實的基礎。」 

1986 年的教學大綱指出，「使學生初步瞭解運動變化和形數結合的觀

點，並初步領會用這些觀點去分析問題的方法。」「通過數形結合思想的教

學，對學生進行對立統一觀點的教育」。 

可見，從上個世紀 60 年代起，我國對「數」與「形」的關係的教學要

求，已經從「溝通形數」，認識「相互關係」，上升到「數形結合」的水平。

把「數形結合」作為數學教學的基本要求，也作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發展學生正確數學觀的方法。這是對我國傳統數學教學理念的重要發展。 

2.3 把「數形結合」作為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 
從上個世紀 60 年代起，我國加強了數學思想方法在數學教學中的滲

透，對「數形結合」又有新的理解和闡釋。這種理念在數學教學大綱中得

到反映。 

1990 年《全日制中學數學教學大綱》分別指出「使學生初步瞭解運動

變化和形數結合的觀點，並初步領會用這些觀點去分析問題的方法。」（初

中） 

「使學生瞭解解析幾何的基本思想，初步瞭解如何用座標法研究幾何

問題，通過數形結合思想的教學，對學生進行對立統一觀點的教育」。（高

中） 

2000 年《九年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數學教學大綱》擴展了數學思

想方法的視野，要求在教學中讓學生理解：特殊 — 一般 — 特殊，未知 — 
已知，用字母表示數，數形結合和把複雜問題轉化為簡單問題等多種基本

的數學思想方法。該大綱在各種數學思想方法中，對於數形結合的思想方

法給予特別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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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大綱可見，數形結合既被看成數學教學的理念，也被看成是解

決問題的的基本思想方法，大綱把數學思想方法的教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觀

點的形成聯繫起來。 

在高中數學課程裏，各種數學思想方法交叉薈萃，精彩紛呈，數形結

合仍然是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2000 年《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

數學教學大綱》把數形結合思想方法予以具體化。例如：「瞭解反函數的概

念及互為反函數的函數圖像間的關係」；「掌握平面向量的數量積及其幾何

意義」；「通過函數圖像理解正弦函數、余弦函數、正切函數的性質」；「會

用二元一次不等式表示平面區域」；「瞭解解析幾何的基本思想」；「掌握函

數在一點處的導數的定義和導數的幾何意義」；「瞭解定積分的定義和定積

分的的幾何意義」，等等。2003 年《普通高中數學課程標準》發表，該標

準仍然在多處指出數形結合是重要的數學思想。由此可見，進入 21 世紀以

來，儘管我國數學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幾經變化，數形結合思想始終得到

廣泛的重視。 

2000 年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CTM）制定的《學校數學的原則和標準》

中，有一條標準稱為「數學的聯繫」，其中包括數學內部的聯繫，數學與日

常生活的聯繫及其應用。與國外同類課程標準相比較，我國關於「數形結

合」的提法有如下的特點： 

 美國的標準泛指數學內部各分支之間的聯繫，以及數學與日常生活、

數學和其他學科的聯繫；我國所說的「數形結合」，特指數學的兩大主

要物件 —「數」和「形」（更廣義的數和形）的聯繫，要求做到以數

論形，以形示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我國所說的「數形結合」，既是數學教學與學習的主要方法，又是解決

問題的常用方法，它還反映了事物的相互聯繫與轉化的辯證唯物主義

思想。 

我國數學教師在數學教學中，鼓勵學生運用數形結合思想方法解決問

題，創造了許多成功的經驗。當前在數學教學中，數學思想方法的運用，

已經超越了數形結合的範圍，不但需要注意數學的內在聯繫，還要注意數

學與現實生活以及其他學科的聯繫，從而找到數學應用的更為廣泛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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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在當前條件下，數形結合思想方法仍然是數學教學常用而有效方法，

它有利於培養學生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

力。它對於學生形成正確的數學觀，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人們數學視

野的不斷擴大，數形結合的含義也在不斷豐富，其他思想方法也得到人們

的重視和運用。 

3、對我國未來數學教育的展望 
在數學教學中，既要保持我國的民族傳統，又要與時俱進地，給原有

的傳統賦予新的含義，筆者預見，在最近的將來，我國數學教育的發展具

有如下特點。 

3.1 傳統的教學理念仍將佔主導地位 
我國數學教學的傳統是經歷數十年，數百年，甚至上千年的積澱而逐

步形成的。前面只談到這些傳統的一部分。事實上，狠抓雙基，培養三力

的教學傳統；勤奮拼搏，學而時習的鑽研精神；審問慎思，言必有據的思

考方法；溫故知新，舉一反三的學習理念；數形結合，學以致用的數學思

想，都是我國優秀教育遺產的組成部分。上述傳統經受了實踐和歷史的考

驗，相信在最近的將來仍然發揮主導作用。崇尚考試，分數挂帥是我們東

方特有的教育現象，雖有助於督促學生學習，但有悖於當代的評價理念，

對數學學習會產生許多副作用。鑒於考試結果對於學生未來的重要性，它

當前的指揮棒作用仍然暫時無法動搖。 

3.2 中外教學理念在交流中逐步融合 
國外數學教育理念對我國現代數學教育產生過重大影響。二十世紀前

半段，我國曾照抄西方的教學模式，新中國建國之初，又全面學習蘇俄。

然而，外國的理念未必適合中國。54 年來，我們奮鬥不息，逐步建立了獨

立自主的數學教育體系。當前中外學術交流機會日漸增多，中外教學的理

念相互滲透。對待外來經驗，應該採取求同存異，以我為主，學習借鑒，

洋為中用的態度。例如，在數學推理、數學應用等方面，中西方已經找到

許多共同點，可以相互借鑒；西方強調理解，我國重視記憶，當前彼此的

觀點已經接近。西方重視猜想、估算，值得我們學習；我國重視基本訓練，

在推理時要求言必有據，應該得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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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課程體系通過試驗而得以形成 
我國義務教育課標以及高中課標相繼發表，其理念有較大更新，內容

有較大拓展。當前，新課標及其教材正在實驗中接受考驗驗。通過一段時

間的實驗，課程中的先進理念和合理的內容將會為廣大師生所接受。經過

不斷調整，新課程體系得以形成，它將比原有體系前進一大步。 

3.4 資訊技術將在教學中發揮更大作用 
資訊技術正在迅速普及，師生運用技術的水平顯著提高。新教材的資

訊技術整合版正在實驗中，它受到師生的廣泛歡迎。我們展望，資訊技術

將被更多師生掌握，它與課程內容恰當地整合，必將有效地提高教學質量。

資訊技術的使用，將成為我國數學教學改革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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