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翻开数学的画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翻开数学的画卷>>

13位ISBN编号：9787303110858

10位ISBN编号：7303110852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北京师大

作者：吴正宪

页数：301

字数：27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翻开数学的画卷>>

前言

　　吴正宪老师带领她的团队将多年小学数学教学的经历和经验汇集成一套5本书和2套教学光盘。
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吴老师的数学教育思想、数学教学改革实践、小学数学教师团队的研修特
色、小学生心中的数学学习生活以及小学数学中的数学文化。
所呈现的内容，是吴老师几十年小学数学教学的精粹，是她对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结
晶，是一个教学团队成长与研究历程的记录，也是她的同伴、学生以及家长对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的崇
敬与认可。
从这套丛书中，我更加清晰了一个印象：吴老师是一位儿童数学教育家。
　　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东北师范大学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得有成千上万的杰出的教育
家来办学。
”作为师范大学的校长，我认真思考了总理所说的教育家的含义。
我理解这个教育家不是著书立说的教育家，而是实践出真知的教育家。
而且，总理所说的教育家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真心地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
，三是能够全面把握学科知识，四是会反思和会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老师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热爱教育事业是作为一名优秀教师乃至一名教育家的重要前提。
热爱教育事业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只体现在一时一事上，而是体现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追
求上。
吴老师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和研究40年，并且她一直把教学工作看作是“实现个人生命价值与教师职业
生命价值的和谐统一”。
　　教育理念是根本性的问题。
现代的教育理念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应该是“以知识为本”。
我认为，以人为本的含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学会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实行尊重的教育；
另一个是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实行素质教育。
吴老师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上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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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数学课堂上，我们常常亩对许多热切好奇的孩子们的发问：“数最早是谁发明的?”“有了自然数
为什么还要学习分数、小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1+1—27”“圆周率是怎么被发现的?”“数学家们
是怎么学数学的?”“我们想知道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的故事”⋯教师如何面对孩子们学习数学过程
中的这么多个“为什么”?    这些不断出现的发问引发了我和我的团队的思考：“当今孩子们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数学学习?”“数学教学的任务仅仅是教会学生解题答题吗?”“我们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字
、符号、公式、定理变成一幅美丽、生动且富有哲理的数学画卷，去粘住学生的心，激起学生对未知
的数学世界探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兴趣，去体验数学世界中的人、文、情，从而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获得高质量的数学课堂生活呢?”这些就成为我们团队不断思考和探究的研修主题。
    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数学伴随人类进步在发展。
从萌芽到一门科学，数学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汇聚成今天人类知识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瞰五彩斑斓的数学世界。
为了满足学生学习数学的需求，辅助教师传承数学历史文化，传递数学思想方法，启迪学生智慧，开
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我们团队组织编写了《翻开数学的画卷——感受数学世界的人、文
、情》一书。
    它是一本为了儿童教育的数学文化读物，与小学生要学习的数学内容及现行小学数学教材内容密切
联系；它充满浓郁情趣，又是一本介绍中外数学史实、故事的工具书。
    本书的主要编写思路：基于小学数学学习内容，配合教材介绍与小学数学知识相关的历史事件、数
学家和数学的发展，同时介绍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让教师和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体会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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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把坐标法理解为通过某一特定系统中的若干数量来决定空间位置的方法，那么战国时代魏人
石申用“距度”（或入宿度）和“去极度”两个数据来表示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种球面
坐标系统的坐标法。
古希腊的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也广泛地使用球面坐标法。
西晋人裴秀提出“制图六体”，这种方法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使用了相当完备的制图理论。
　　由于坐标法可用来刻画动态的、连接的点，它便成为了沟通代数与几何的主要方法，也成为了解
析几何的主要工具。
阿波罗尼在《圆锥曲线论》中，已经有借助坐标来描述曲线的内容了。
到了14世纪，法国学者奥雷斯姆用“经度”和“纬度”（相当于纵坐标和横坐标）的方程来刻画动点
的轨迹。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7世纪，费尔马和笛卡儿分别创立了解析几何，他们使用的都是斜角坐标系（极
坐标系）：即选定一条直线作为z轴，在z轴上选定一点为原点，y的值则由那些与z轴成一固定角度线
段的长表示。
　　1637年，笛卡儿出版了他的著作《方法论》，这本书有三个附录，其中一个附录叫做《几何学》
，解析几何的思想就包含在这个附录里。
笛卡儿在《方法论》中论述了使用正确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同时还表示要创造为实践服务的哲学。
笛卡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分析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代数学各自的缺点，而且找到了
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优点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几何与代数的结合——解析几何。
按笛卡儿自己的话来说，他创立解析几何学是为了“决心放弃那仅仅是抽象的几何，为了研究另一种
几何，即目的在于解释自然现象的几何”。
关于解析几何学的产生对数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曾经说过：“只要代数同几
何分道扬镳，它们的进展就缓慢，它们的应用就狭窄；但当这两门科学结合成伴侣时，它们就互相吸
取新鲜的活力，从而以快速的步伐走向完善。
”　　虽然直角坐标系又经过了许多后人不断的完善，但我们今天还是常常把直角坐标系叫做笛卡儿
坐标系，以纪念这位曾经给人类数学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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