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方法论入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学方法论入门>>

13位ISBN编号：9787533863326

10位ISBN编号：7533863321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浙江教育出版社

作者：郑毓信

页数：183

字数：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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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方法论入门>>

内容概要

　　数学方法论主要是研究和讨论数学的发展规律、数学的思想方法以及数学中的发现、发明与创造
等法则的一门新兴学科。
由于数学方法论的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书作为一部“入门书”自然就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作出详
尽的讨论，而只能从整体的角度对数学方法论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也正因如此，本书论述的重点就不在于备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一般性的思想方法；分析的范围也
不局限于任一特殊的数学分支，而是着眼于各个数学分支中共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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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也就如著名数学史学家克莱因所指出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
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
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试图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试
图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内涵。
”　　“问题解决”与数学知识的教学从教学的角度看，以下的问题显然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当如何以“问题解决”（或者说，“数学地思维”）为中心去组织全部的数学教学？
特别是，我们又应如何去处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
　　以下即是对于上述的问题的一种可能解答：“问题解决”不仅涉及数学教育的基本目标，而且也
应被看成数学教学的一个基本形式，这就是说，全部的学校数学课程都应采取“问题解决”这样一种
形式。
例如，由美国著名数学教育家T.伦伯格所提出的关于数学课程设计的如下五条原则就可被看成这方面
的一个具体例子，特别是，它具体地指明了应当如何去处理“问题解决”与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的教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应当清楚地指明我们所希望学生掌握的若干概念领域；第二，
这些领域应当被分解成若干个课程单元，每个单元各有一个主题，并用2-3个星期来学习；第三，对学
生来说，这些概念领域应当由一定的“问题情境”自然而然地引出；第四，各单元中的活动安排应当
与学生的思维活动相适应；第五，课程单元应当根据学生的知识情况及教学环境不断地加以调整。
　　与上述较为极端的立场相对立，以下则可被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学教育界的一个共识，即是
认为数学教育应当“过程与结果并重”。
由于后者主要地就可被看成人们经由对过去十几年中“问题解决”的教学实践进行自觉反思所得出的
一个结论，因此，这事实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的主张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偏废或不足之处
。
　　更为一般地，笔者以为，我们在此事实上应对“基本的教育思想”和“数学教学的基本形式”作
出明确的区分。
这也就是说，强调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数学课程必须惟一地采取“问题解决”的形式
。
进而，如果我们把着眼点由狭义的“问题解决”转移到“数学地思维”，那么，另一种教学形式事实
上也就更为可取。
　　具体地说，笔者在此所强调的主要是这样一个事实：数学的思维方法并不是什么高度抽象、不可
捉摸的东西，而是渗透于各种具体的数学活动之中，后者既包括问题解决，也包括各种基本的数学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
从而，尽管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确有必要进行“问题解决”（或者说，数学思维方法）的专门教学，如
相对集中地通过典型例子进行启发性解题策略的教学等。
但是，与这种相对集中的专门教学相比，如何将数学思维方法（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数学方法论）的
教学与具体数学知识内容也正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一些数学家对“问题解决”这一数学教育改革运
动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例如，为了使数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成为更有吸引力和力所能及的，“开放性问题”在现代的数学教
育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普遍认为，与具有惟一正确解答、甚至惟一正确解题方法的“传统问
题”相比，开放性问题更适于使所有的学生参与到解题活动之中：他们可以依据各自的水平去进行求
解（另外，“开放题”的应用对于切实纠正学生中所普遍存在的以下观念显然也十分有益：“每个问
题都只有唯一的正确解答，并有惟一的正确解题方法”）。
但是，在相关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却又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学生们（甚至包括教师）只是满足于
用某种方法（包括观察、实验和猜测）求得了问题的解答，而不再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甚至都
未能对所已获得的结果的正确性（包括完整性）作出必要的检验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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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现实中，开放性问题在某些场合正在成为不求甚解和不加检验的猜测的同义词气这一现象
当然引起了数学家们的极大不安：“尽管这一讨论仅限于开放性问题，但对于新的改革的某些方面的
大致了解已经使得数学家对数学教育的前进方向产生了疑虑”（H.Wu）；“我所担心的是：通过使
数学变得越来越易于接受，最终所得出的将并非是数学，而是什么别的东西”（A.Cuo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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