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第一本数学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第一本数学书>>

13位ISBN编号：9787544238311

10位ISBN编号：7544238318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畑村洋太郎

页数：218

译者：刘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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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本数学书>>

内容概要

虽然孩子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算术，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数学是什么，心中仍充满疑问：    为什
么计算时要先乘除后加减？
负数乘以负数为什么会得到正数？
小数点该点在什么地方？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究竟哪里不同⋯⋯还有就是，数学那么难，我怎么才能把它学好呢？
    数学课上，老师只说”0不能做除数”，却不告诉这是为什么；课本里，全是干巴巴的概念、定理，
怎么看也不明白；习题集中，同样的题目做了100遍，到了第101遍还是照样错；考试前，只是一个劲
儿地叮嘱“不要忘了进位”，却不教一种更简便的计算方法。
结果孩子们已经很努力了，考出来的成绩还是一塌糊涂。
根本原因就在于，孩子们并没有“理解”数学。
    《我的第一本数学书》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丰富直观的图解以及贴近生活的例子，为孩子们全面讲
解数学的基础知识，彻底弄清概念和定理的来龙去脉，学会更简单快捷的计算方法，让孩子们一看就
明白，一学就会用，从此爱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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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畑村洋太郎：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曾任日本工学院大学国际基础工学教授，目前为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主要著作有《失败学的启发》、《失败学的进展》、《创造学》、《决定学的法则》、《设计的方法
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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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0 为什么数学中要使用符号1 任何数字都有看不见的特性  如果能得到10，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令人
感觉舒服的数字，令人感觉不舒服的数字  给数字涂上颜色  数字中带有音乐  软硬不吃的数字——质数
 将数字分解后就能理解数字之间的缘分——分解质因数  妥协的产物——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  对
数字的各种印象是有原因的  位于拉门另一边的数字——补数  合作游戏充分锻炼大脑——算盘2 从尾
巴开始吃油炸虾吗  任何事情都要先看整体  从高位开始做加法  从高位开始做减法  从高位开始做乘法  
等于的意义  加法的意义  减法的意义  乘法的意义  为什么要先做乘法  大约主义计算法  大约主义计算
法的实践——超市的特卖日3 除法只能从高位开始计算  只有除法是从高位开始计算的  除法就是计算
被除数中包含几个除数  除法的3种含义  为什么比是分数  是越后汤泽还是米原——分数  “商”到底是
什么  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尝试和错误  怎样用眼睛来5等分  小的数除以大的数  可怜的除法——分数的
除法  对于分数乘法的疑问  过于认真的除法——除数是0  总觉得不真实——极限4 数字不仅指那些眼睛
看得见的数字  数字中有输赢吗  推荐反向思考  ⋯⋯5 加固根基，穷追不舍附录一 直观的精髓在于背诵
和心算附录二 这就是老虎计算机附录三 寻找答案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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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选摘  ●为什么讨厌数学 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从一位熟人的母亲那里听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现在就说给大家听听，不过稍微有点长。
 我女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可她从小数学就不行。
我以前从没觉得算术或者数学难懂。
我丈夫在读高中时，还曾经加入过“数学社团”。
现在他只要有时间，还会去翻翻题库之类的。
所以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这样，你说我们怎么办才好？
 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买3个苹果和3个橘子，苹果30日元一个，橘子20日元一个，一共要花多少钱
？
这道题有两种计算方法，可是我女儿一碰到这种题就开始糊涂了。
这两种计算方法分别是：       （30×3）+（20×3）=150（日元）  和       （30 +20）×3=150（日元） 我
女儿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个。
虽然我鼓励她说“来试试吧，很简单的”，但她还是不能理解（30 +20）×3=150这种计算方法。
 我上学时，碰到这样的问题会去总结思路，然后融会贯通，用到别的题目中去，“啊，原来有两种计
算方法，那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我就可以这么做了。
”所以，我也对女儿说：“你把这个计算方法记住了，以后碰到差不多的题目就会做了。
”可是女儿好像不行。
 更让我吃惊的是，如果把苹果换成铅笔，橘子换成橡皮，她就更搞不懂了。
这一点让我很困惑，她到底是哪里不明白呢，这两种计算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女儿好像完全不会
举一反三。
 糟糕的是，她还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两种方法来计算呢？
用一种方法不也能计算出正确答案吗？
”“用自己擅长的那种方法来计算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两种方法呢？
”等等。
       我还记得我当时吃惊的样子，心想：“啊，这个孩子算术不行啊！
”但是，一味地感叹也没有用，于是我就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
整个暑假我们都在为算术争论，姑且不去讨论当时用的方法，我这个女儿也挺固执的，当时真的太辛
苦了。
我几乎都要放弃了。
       小学算术还算过得去，中学数学最后也马马虎虎通过了，但是到了高中，我女儿对数学就一点办
法也没有了。
考大学的时候，她甚至说：“国立大学一定要考数学，与其去国立大学，我还不如凭借自己擅长的科
目考私立大学呢，这样更加有保证。
学习数学简直是浪费时间。
”你看，她的数学已经差到这种程度了。
 其实我和上面故事中的这个女儿有相同的想法，“为什么不能用自己容易理解的方法来做题目呢？
” 不过能用乘法计算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是我的话，碰到这种情况，就会这么计算：      30+30+30+20+20+20=150（日元） 用加法计算不也
得到答案了吗？
 （见图1）请大家看上面的图，我们把刚才的解题方法看做是从新宿坐电车去东京。
 母亲所教的方法就相当于坐JR中央线快车去东京；女儿希望使用的计算方法就相当于坐地铁丸之线内
环线；而我的计算方法就相当于坐JR 山手线的内环线。
 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坐中央线最快，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母亲要教女儿这个方法。
但是，不管怎么快，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对女儿说：“你坐中央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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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总是在追求所谓的“意义”。
对于追求“意义” 的人来说，你要他认可无意义的东西，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们还是看上面那张图。
电车票都是160日元，而且不管坐什么车，最后都能到达东京。
因此，坐丸之内环线绕道银座也可以，坐山手线绕半圈也可以。
既然这样，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车去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坐中央线赶去呢？
如果不说明理由，别人的确很难接受。
 那么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在数学中，“形式”非常重要。
       30+30+30+20+20+20  把（30×3）+（20×3）改写成（30+20）×3是数学“形式”上的一个改写。
这样的改写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在数学上却非常重要。
 数学的发展就是逐渐脱离现实世界的意义，进入抽象世界的形式。
只有在脱离意义后，形式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但是，“只有一个形式，没有任何意义，真的可以吗？
”没人告诉我答案。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没有意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最终我还是没弄明白。
 虽然我一直在思考形式这个问题，不过说实话，这种东西很难进入我的脑子，说起来我是在思考和数
学毫无关系的事情。
 下面我们再把问题稍微简单化一点。
比如说，老师这么问：  “有3个苹果和3个橘子，合起来一共有多少个？
”       老师原来是想让我们用加法计算“3加3等于6”。
但是，这时我首先感到不解的是“苹果和橘子是不同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一起数呢”。
       接着，我还会接二连三地想到其他没有用的东西，“这个苹果大概很甜吧”，“红玉很好吃，富
士我不是很喜欢”，“怎样剥皮比较好呢”，“如果是橘子的话，就分一半给妹妹，和她一起吃”。
然后我就把老师的问题抛到一边，光顾着思考和实物有关的东西了。
       我一思考这些东西，老师就会说：“不要考虑那些无用的东西，按照我说的去思考。
”可是无论如何我也学不会那样去思考，越是那样思考，脑子中越会浮现出各种疑问和假想，最后导
致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老师不能按照我的思考方法来教呢？
”学算术的时候我一直这么想，也经常为了这个闷闷不乐。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母亲教会了我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长大后，常常会忘记小时候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仍然能记得小时候的想法，仍然能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各种事物，那么我们
每天都能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       感谢母亲教会了我这个道理，让我至今受益匪浅。
当我意识到“弄不明白的事情，也不要放弃”后，我就作了下面这样一个决定：“好，我要靠自己的
力量来学习数学。
等我年纪大了以后，我要把小时候‘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归纳起来，写一本学习数学的书。
”自那以后，我就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不断去探寻数学的本质。
       在老师眼里，我肯定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奇怪学生”。
按照老师的要求去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固然好，但是，我觉得在听到“苹果”、“橘子”后，脑子
中浮现出各种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这样的思考方法更有特色、更直接。
这样来动脑筋非常值得称赞，或许这才是最根本的思考方式。
 作为一个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都要面对，那么对于这类喜欢 进行发散性思考的学生，老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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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好呢？
 (见图2)除了苹果和橘子，“看，这里还有好朋友呢”，那么我们把好朋友也加进去，在苹果和橘子
的旁边，我们再画上好朋友。
  “家里来了10个朋友，但只有3个苹果和3个橘子，如果分给朋友1 个苹果或者1个橘子，那么一共能分
给几个人？
”（背后的问题是：有几个人没吃到水果？
） (见图3)      问题出来后，大脑根据定式，马上就得出答案“6个人”。
这种把橘子、苹果等实际物体和数字世界勉强地联系在一起，无视“问题的本质” 的做法，还不如那
些考虑事物本质的孩子理解得透彻。
       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引导孩子们走向“他们喜欢的思考方向”、“自然的思考方向
”。
       我是一名教师，长年在大学中从事工科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我在教学生涯中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多老师都抱着“由我来教你”这种想法。
       每个老师都是很认真的，这点大家都知道。
但是，老师越是教那些自己觉得“要教”的东西，学生就越想逃避，学生的想法和老师的希望恰恰相
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老师所教的和学生的思考方法不一致。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被强制性地去思考。
       所以，我觉得数学老师应该努力地去了解学生是如何思考的。
“这样做”、“这样去思考”，像这样的教学方法只会让学生反感，他们会认为“数学只要记住解题
方法，然后迅速正确地得出答案就可以了”。
因而觉得这种东西太没意思了，不喜欢。
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都说：“再也不用学数学了，真是轻松啊。
”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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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第一本数学书》是日本、韩国销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数学入门书！
理解了数学，数学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让喜欢数学的人爱不释手，让讨厌数学的人一看就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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