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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耀斌编著的《数学教学论导引》分9章，主要包括数学教学的价值，数学课程的一般知识和新
课程内容，数学教学和数学学习的基础知识，数学教学的一般和特殊原则，备课、上课和说课等基本
教学工作，教学与学习的测量与评价，以及数学教师的进修与提高。
并把介绍国内外数学教育改革的新动态、新思想渗透在内容中，力求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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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它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历史上数学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去看：从算术到代
数、从代数到几何、从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从连续数学到离散数学、从有限数学到无限数学、从必
然数学到或然数学、从“明晰”数学到模糊数学，以及从手工证明到机器证明等。
历史上的这几次重大转折，首先是数学思想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还表明了数学的发展不仅是量的发
展，还有质的飞跃。
　　“数学教学是传授数学知识和培养能力的过程”，这是数学教学这个概念进入第二发展阶段的说
法。
　　根据数学这门学科的内容和特点，在20世纪我国数学教学大纲科学地规定了三项基本能力：思维
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间经过1958年的调整、整顿和十年动乱，对三项基本能力的要求始终没有明
显改变，这是十分难得的。
当然，在具体提法上，稍有变化。
关于思维能力，曾用过逻辑思考、思维力、判断力、逻辑思维、逻辑推理能力等。
自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颁布后，便改称为逻辑思维能力。
此后，人们不仅研究了逻辑思维与数学教学的关系，还开始研究直觉思维以及形象思维与数学教学的
关系。
　　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经常要借用直觉去思考，运用直觉去添置辅助线，去寻求问题的解法。
思维敏捷的学生，常表现出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
由于单一思维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形象思维似乎与数学家、自然科学家无缘，以致用计算机来处理各
种理论问题时势如破竹，而用来处理图像领域中问题时则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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