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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数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待承认；但教育数学的活动，则早已存在。
两千多年前的欧几里得，对当时的几何学研究成果进行再创造，写成了《几何原本》这一有着深远影
响的教程。
这是教育数学的第一个光辉典范。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数学家柯西，对牛顿、莱布尼兹以来微积分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创造，写出了至今还
在影响着大学讲坛的《分析教程》，成为高等数学教育发展途中的一座里程碑。
这是教育数学的又一杰出贡献。
当代的布尔巴基学派，把浩繁的现代数学纳入“结构”的框架，出版了已达40余卷的百科全书似的巨
著《数学原理》，“对数学从头探讨，并给予完全的证明”。
这是为数学家准备的高级教程。
应当说，布尔巴基是当代的教育数学大师。
为什么是教育数学而不是数学教育？
数学教育要靠数学科学提供材料。
对材料进行教学法的加工使之形成教材，是数学教育的任务。
但是，数学教育不承担数学上的创造工作。
为了教育的需要，对数学研究成果进行再创造式的整理，提供适于教学法加工的材料，往往需要数学
上的创新。
这属于教育数学的任务。
因此，我们认为，欧几里得、柯西以及布尔巴基们，是教育数学家。
他们的工作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数学教育家加工，成为各式各样的课本，直到今天。
从欧几里得到布尔巴基，他们是站在数学发展前沿从事再创造活动的。
到了今天，在中小学和大学课堂上，面对着欧几里得、柯西这些大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似乎是
在数学的大后方。
在大后方，除了“教学法加工”之外，是不是无事可做了呢？
如果无事可做，“教育数学”在中小学到大学这一广阔领域，岂不是没有立足之地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
前辈大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并非尽善尽美。
在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中，存在着公认的难点。
如何处理这些难点，一直被认为是数学教育的任务。
这些难点，说明了前辈大师们的工作尚有缺陷。
指出这些缺陷，从数学上而不是从教育学上加以再创造，正是当前教育数学的任务之一。
本书作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本书介绍的就是作者从1975年以来进行的探讨，具体包括3
个问题：平面几何的新体系与新方法，极限概念的“非ε-语言”定义法，以及实数理论中的连续归纳
法。
我们希望读者阅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有这样的印象：教育数学是具体的、切切实实的数学，不是空
泛的讨论。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仍然是一株幼苗，甚至是一粒刚刚萌发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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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张景中、曹培生)是“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系列之一。

本书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张景中院士创作的科普读物，包括珍贵的遗产，沉重的负担；国
王向欧几里得提出的请求；平面几何的另一条新路等九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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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景中，院士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他的不讲数学理论只讲数学思想，用日常生活中的浅显事例，向青少年普及数学的创作手法，是我国
数学科普创作的一大飞跃。
他的数学科普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科普读物，它不是简单的材料收集和整理，而是一个站在科学前沿
的学者的真知灼见。
因此，他写的科普读物高屋建瓴，常有画龙点睛，令人叫绝之笔，多年以来，喜欢数学的读者无不渴
望得到他的作品。
张景中院士的科普作品是中国数学科普的旗帜，是中国数学科普最高水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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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据说，世界上再版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书，除了圣经之外，就要数欧几里得的《几
何原本》了。
圣经的流传依靠宗教的力量，而《几何原本》的历久不衰靠的是它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
《几何原本》把当时人类所掌握的相当丰富，但杂乱无章的几何知识熔于一炉，铸成了一个空前严整
的科学体系。
这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上实为一大创举。
同时，《几何原本》又以它无可争辩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几何课程的第一部教材，占领中学几何
课堂两千多年而历久不衰。
如今，初中的几何课本虽大有删改，但不外乎是《几何原本》的变形或缩影。
事实表明，欧几里得真是一箭双雕。
因为《几何原本》不仅在科学领域是成功的，在教育领域也是成功的。
它把生动直观的图形与严密的论证紧密结合起来，出发点简明而无可争辩；特别是它还给学生提供了
丰富多彩，而且几乎是从易到难任何一级难度的习题，从而激起学生学习几何的高度兴趣，甚至产生
如痴如醉的感觉，这是其他任何课程都无法比拟的。
2.2 国王的请求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缺。
经过人们两干多年的探讨，最后由希尔伯特这位数学巨匠，弥补了它逻辑上的漏洞。
希尔伯特手法之高明，几乎达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
但在教育方面至今仍无多大改观。
由于欧几里得几何体系本身的不足，使得几何课程仍让中学数学教师和学生感到棘手。
有这么一个故事：古埃及的一位国王托勒密，曾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
国王被一连串的公理、定义、定理弄得头昏脑涨，便向欧几里得请求道：“亲爱的欧几里得先生，能
不能把您的几何弄得简单一些呢？
”这位伟大的学者严肃地回答说：“几何无王者之路！
”人们常常是怀着对欧几里得的钦佩之情与对国王的嘲讽之意谈起这个故事。
但是，我倒想替这位国王说几句话。
作为学生，总是希望老师能把课讲得精彩些、明白些，总是希望教科书编得更容易看懂。
在这一点上，国王的要求，正是道出了两千多年来几何教师和学生们的心声。
几何难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初等几何学习方法、教学方法、解题方法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种类与数量之多，与几何课的
课时不成比例！
这一切都说明，几何是一门公认的难学的课程。
初中生成绩分化，也常常先在这门课上表现出来。
2.3 难在何处为什么难学呢？
几何学是讲空间形式的。
是空间形式本身难于认识，还是欧几里得的体系不够好，把本来容易认识的东西讲难了呢？
对于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我们奈何它不得。
所以，我们的改革只有从欧几里得的体系本身寻找原因，挑老先生的毛病！
学习一门课程，好比游览一个城市；课程的逻辑体系，就好比城市的交通系统。
好的交通系统，应当有“放射型”的交通中心。
交通中心应该四通八达，找到它，我们到哪儿都方便。
而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又怎么样呢？
它没有一个突出的中心，没有一个能让学生俯瞰全局的制高点。
它的逻辑结构是串联式而不是放射型的。
《几何原本》的每一节都那么重要，任何一部分没学好，往前走的路就断了，这就是串联式逻辑结构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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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得把我们引进了一座精巧雅致的古代园林，这儿有目不暇接的美景，却没有简单明了的交通指
南。
你不知道哪里才是通往园林各个角落的中心点，只有小心翼翼地跟在这位老向导的后面，沿着一条曲
曲折折的小径饱览胜景。
稍不留心，就会迷路！
欧几里得体系的又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它没有提供一套强有力的、通用的解题方法。
我们学会了加减乘除，就会算很多算术题：学会了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就能解大量方程式应用题。
但几何与算术、代数不一样，尽管我们学了一堆几何定理，仍然会在一些其实并不难解的几何习题面
前束手无策。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欧几里得给我们的基本解题工具，主要是全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而许多题目
里出现的图形，并不包含这些。
要用上它们，往往要画辅助线。
可怎样画辅助线，需要想象与创造。
所以说欧几里得给我们的几何，不仅是数学，更是艺术！
几何学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就解题方法而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仍停留在“一题一法”
的水平上。
整个数学教育是个大系统，几何教学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和大系统匹配得如何呢？
它有没有充分利用大系统为它提供的环境支持呢？
它有没有为大系统尽可能多地作出自己的贡献呢？
欧几里得为我们留下一个美丽但相对封闭的花园。
有人把欧氏几何比作一颗没有串上金线的珍珠。
它既不以小学生们掌握的几何知识为发展基地，又不用代数所提供的关于方程式的知识作为解题的锐
利武器。
它拥有丰富的习题，但并不准备为姐妹课程——代数提供复习、巩固、提高的用武之地。
它更没有暗示我们解析几何与高等数学即将出现。
这一切确实令人遗憾。
这一切，当然不能怪欧几里得。
三角法的出现比欧几里得晚几百年；代数里的字母运算，是在欧几里得之后一千多年才出现的；他更
不知道实数。
所以，欧几里得几乎是赤手空拳对付面前的一堆资料。
说句公道话，欧几里得已经干得很出色了。
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们刚才挑毛病，并不是为了责备古人，而是为了给自己提出要求——如何使广大中学生更容易继承
这份遗产，学好几何。
虽然两千多年前那位国王的请求被欧几里得拒绝了，但今天，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知识，比欧几里得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情况下，国王的希望——也就是广大中学生的希望，能不能在我们手中成为现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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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所谓教育数学，就是为教育而做数学。
它和数学教育有关系，但又不相同。
数学教育着眼于教学法和如何对数学材料进行教学法的加工，是为了数学而做教育，并不承担数学上
的创造工作，也就是并不做数学；教育数学则实实在在是要做数学的。
我的这个理念，始于1970年代，形成于1980年代。
1974年～1976年，我曾在新疆一所中学教数学，用面积方法改革几何教学的想法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曹培生先生当时也在该校任教。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一直全力支持我的想法，并与我共同从事这一工作。
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这项工作没能在该校进行下去，但教育数学思想的种子是从那里萌芽的。
后来，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机会陆续发表。
之后在出版社的盛情邀请下，我与曹培生先生商量后，由我执笔写成了本书的初稿。
近年来，本书提出的一些想法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例如：（1）面积方法在国内不胫而走，成为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培训的必备内容之一，并被编入多
种数学奥林匹克读物。
（2）一些师范院校的初等几何教材（如上海科技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初等几何研究》），也详细介
绍了系统面积方法的基本原理，并称之为2l世纪中学平面几何新体系。
（3）在我国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陈重穆教授主持编写的《高效初中数学实验教材》中，把面积
方法的两个基本工具（共边比例定理和共角比例定理）作为重要定理。
经教学试验效果很好，可节省课时，提高学生能力。
（4）1992年美国一所大学邀请我赴关合作研究，把面积方法发展为计算机算法并实现为微机程序，使
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这一多年难题得到突破。
（5）本书荣获中国图书奖。
由此可见，教育数学这一思想是很有生命力的。
但它毕竟刚刚起步，内容还有待于丰富和完善，观点也要在教育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张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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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张景中院士、曹培生教授献给中学师生的礼物(典藏版)》：张景中院士是我
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他的不讲数学理论只讲数学思想，用日常生活中的浅显事例，向青少年普及数学的创作手法，是我国
数学科普创作的一大飞跃。
他的数学科普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科普读物，它不是简单的材料收集和整理，而是一个站在科学前沿
的学者的真知灼见。
《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典藏版院士数学讲座专辑)》(作者张景中、曹培生)是由张景中先生撰写的
数学科普读物，全书分为九部分内容。
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科普读物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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