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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数学课程目标的思考 

• 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国民素质，培
养合格公民，但也要有精英教育。 

• 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在育人中发挥着
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 数学课程要突出数学的育人价值。“数学
是思维的科学”，最核心的育人价值是培
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性精神，这才是
数学学科的最重要特点。 



二、几个观点 

• 只有充分发挥数学的内在力量，才能实现
数学育人的崇高目标！ 

• 理解数学，理解学生，理解教学——数学
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也是提高数学教学
质量的基础。 

• 数学教育研究的基本目标——把数学教得
像数学。 

• 常识，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总是被忘记！ 



三、为什么要重视平面几何 

• 平面几何因其基本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论
证的严密性，历来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推理能力和理性精神的最好载体。当我们
把数学教育的目标聚焦于空间观念、几何
直观、推理能力、理性精神、数学建模等
关键词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平面几何
是不可替代的。 

• 推理的规则是需要教的，基本的证明方法
应讲清楚，具体题目应放手让学生做。 



四、百年数学课程教材变革概况 

• 清末（1902—1911）——序曲 
• 废除科举，模仿日本而初定学制，中学修
业五年，有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
改制学堂章程等； 

• 翻译日本、英国等教科书，其中查理斯密
代数、温德华士的教科书比较流行，还有
一些学校直接使用原版教材； 

• 教科书采取分科体系。 



平面几何教材 

• 几何在中学堂的第2—5年开设，要求“详
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中
学数学教科书，以翻译或编译为主，少量
自编，几何教材基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原
本》的缩编、改写，基本保持其体系。 

• 一般按照“定义—定理和证明—问题”的
顺序，其中“问题”相当于现在的“习
题”。教学的问题完全交给教书先生去处
理。 



 



 



第一个时间点：1913年 

• 模仿德国，中学学制4年； 
• 1913年颁布了“课程标准”； 
• 本时期我国自编了很多中学数学教科书，
而且被大量采用，质量也不错，例如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民国
新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教科
书”等等。 

• 翻译教科书、原版教材仍然流行。 



平面几何教材 
• “数学要旨，在明数量之关系，熟习计算，并使其
思虑精确。数学宜授以算术、代数、几何和三角法。
女子中学校数学可减去三角法。”平面几何在第2，
3，4学年开设。 

• 自编教材增多，如《共和国教科书·平面几何》（黄
元吉编，商务印书馆），《民国新教科书·几何学》
（秦汾、秦沅合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制平
面几何学教本》（王永炅、胡树楷编，中华书局） 

• 《温德华士几何学》（[美]Wentworth，张彝译，
商务印书馆）也很流行。 

• 教材的结构、内容、呈现方式等没有多少变化。 



第二个时间点：1923年 

• 推行“平民教育”，杜威来华讲学，实用
主义及职业教育思潮影响到中国； 

• 模仿美国，实行新学制，初、高中各3年； 
• 初、高中都实行学分制； 
• 高中实行分科：普通科（升学为主），师
范科、商业科、工业科、农业科、家事科。 



1923年颁发“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 《初中纲要》规定：初中算学，以初等代
数几何为主，算术三角辅之；采用混合方
法。 

• 《混合算学教科书》模仿美国当时流行的
教科书编排方法，“以代数、几何为主，
算术、三角为辅，合一炉而冶；不拘门类，
循着数理自然的秩序；编法特出心裁，和
一切旧本，迥然不同。” 



• 张鹏飞的《混合法算学》六册(1923)，程廷熙
与傅种孙合编的《混合数学》六册(1923)，
《实用主义教科书》（ 1924年，科学会）。 

• 胡敦复、吴在渊在《几何学》的“编辑大意”
中说：“我国旧有之几何教科书，先属英派，
后为美派，本书参酌英美，加以法派之教材。”
各种混合算学教科书的编排体例，明显地借鉴
了美国布利氏《新式算学教科书》。 

• “混合教科书”在实践中遭到抵制。 



段育华编《新学制混合算学教科书》 

• 第一册 以算术为主。时时输入代数、几何
的观念，以为辅助。 

• 第二册 代数正式开始。前册未完算术插入，
几何只讲作图。本册是算术向代数、几何
的过渡。 

• 第三册几何正式开始。三—五册都以代形
参伍并授，分量略相等。时合时分，全看
数理上的可能，不稍牵强。 



第四册  

• 代形参伍并授，结构天成：从乘积引起因
子分解；从因子分解引起二次方程；从二
次方程与面积的关系引起平行四边形及几
何求积；从面积的几何引起毕达哥拉斯定
理；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引起根式的运算；
从根式运算引起线段比与无理数；从线段
比引起比例线段；从比例线段引起相似形；
从相似形引起正余弦切；从三角学的应用
算法引起近似计算与误差，以为收束。 



• 第五册 “从圆的几何，经其它曲线，渐渐
引入代数，末复归到圆，以为收束。” 

• 第六册 “将全书分作算术、求积、几何、
代数、三角五大部，使学生于混合之余，
仍得略知分科的系统。” 



第三个时间点：1932年 
•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1928年3月公布《中学暂行条例》。 
• 1929年8月公布《初级中学课程暂行标准》，

10月公布《高级中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
中总学分为180分，数学30学分；高中总学分
为136分，数学19学分。 

• 1932年公布《初级中学课程标准》，1933年公
布《高级中学课程标准》。1936、1941年经过
两次修订。 

• 初、高中教育以升学预备为主要职能。 



• 1932年的“正式标准”取消了学分制，改为时
数单位制。 

• 教材结构体系用分科并教制或混合制，由各校
自行酌定。 

• 教学内容和要求，“初中算学以计算为中心。
基本观念，务求彻底明了，教材不取复杂繁重。
其偏重理解及形式训练之教材，均应留待高中
时补充。” 

• 练习题强调：（甲）多选实际问题，少选抽象
问题；（乙）多选常态生活问题，少选假设疑
难问题。 



• 将实验几何与理解几何分开，单独列为初
中第二学年的学习内容之一，具体内容包
括：平面几何图形，基本作图题，用量法
发见直线形、圆等之特性，三角形作图题
及图解法，平面形之度量，空间几何图形，
立体面积及体积之度量。 



“20世纪30年代现象” 

• 20世纪30年代，以初、高中学算学课程标
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中学数学教育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数学教育的体系渐趋
完善。随着正式课程标准的实施，先后又
出版了大量中学数学教科书（有110多种）
和中学数学教学参考书（近80种）。 

• 培养出许多世界级大师，钱学森、杨振宁、
李政道、陈省身…… 



• 出版教科书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正中书
局等。 

• 范氏大代数、三S几何学对我国数学教育有
重要影响。“学理随时代而推进，教材因
需要而变更，任何科学皆如是……欲求一
善本，足为后学南针者，诚不可得，范氏
Fine大代数College Algebra一书，久为美著
中之佼佼者，取材宏富，深浅合度，洵为
高中代数之标准课本。”——高佩玉译本
序言 



傅种孙《高中平面几何讲义》 
• 本书1925年写成，经过八年试教，于1933年由
北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正式出版。 

• “以方法为经、以教材为纬”。 
• 本教材“贯穿着严密的公理法 
精神，讲解透彻而细致，使学习 
者不但能对平面几何有更好的理 
解和和掌握，并且能对进一步学 
习现代数学做好思想方法上的准 
备。”（王世强） 



• 几何之务，不在知其然而在知其所以然；不在
知其所以然，而在何由以知其所以然？读定理，
既知其然；有从而证之，以见其所以然。若此
所谓证者，仅口得而传，心不得而求，则此流
传二千载，用遍五大洲之十三章经（即《几何
原本》），亦特教员专利之秘方耳，曷足贵哉？
初中于平面几何之教材，已讲授不少，惟于方
法之运用尚欠熟练耳；故高中宜特别偏重焉。
本书于第一篇汎论推证之法；而第二篇之于证
定理，第四篇之于解作图题，概以方法为经，
以教材为纬。凡此种种，皆欲启发学者，示以
思维之道耳。 



本书的篇目 
• 首篇  征引录（3章）：导言。基本义理。初中平面几何

摘要。 
• 第一篇 推证通法（4章）：顺证法及反证法。逆定理。

综合法与分析法。归纳法。 
• 第二篇 证题杂术（8章）：相等。垂直。平行。和差。

代数证法。共线点和共点线。共圆点和共点圆。不等。 
• 第三篇 几何计算（3章）：线段计算。相似形。多边形

的面积。 
• 第四篇 作图（3章）：基础。方法。代数分析法。 
• 第五篇 轨迹（5章）：释类。轨迹之意义及轨迹定理之

证法。描迹。轨迹问题。轨迹应用。 
• 第六篇 极限及极大极小（2章）：极限。极大极小。 



推证通法及其应用 

• 先介绍几何论证之本源，再介绍欧几里得
几何要义，列举“基本义理”（定义、公
理）和初中已学平面几何概要，然后，先
介绍“推证通法”，再以“证题杂术”为
篇名，在讲解各种几何问题（如相等、垂
直、平行、和差、共点、不等）的证明方
法的过程中，“示以思维之道”，使学生
学会思考。 



综合法与分析法的关系 

• 几何之一切因由皆在公理，公理才数十耳。
由此数十公理所繁衍之果，即一切定理是
也，其数何止万千！是故就因求果，支歧
难穷；执果索因，寻根较易。此几何思想
之所以重分析法也。 



首创四种命题间的关系图 

• 如图所示的方形图，简单明了地表示出四
种命题间的关系，“成为辨别命题真伪的
试金石，一直沿用至今”。 



汪桂荣：初级中学实验几何学 

• 1935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编写中提出六个
“注重”： 

1. 注重实用教材之关系，并使学者能用几何
解决各种实用问题。 

2. 注重自发活动。一切命题，均由学者自行
作图，自行测量，自行寻求结果。一切模
型，均由学者自行制造，自行研究。 

3. 注重归纳方法。一切结论，均由学者从实
例中归纳得来，应用演绎之处甚少。 
 



4. 注重学习心理。关于名词之解释，注重实
例说明，不用严格定义。当引用折纸方法
指示结论，学者读之颇有兴趣。 

5. 注重融合制度。凡与算术及代数有关之处，
务使与该科设法联络。 

6. 注重充分练习。凡尺，圆规，量角器，三
角板等之使用，均给以多数有变化的习题，
使之练习，务使学者对于若干名词，若干
结果，得于充分练习之中，不知不觉记忆
纯熟，并能自由使用之。 



三S几何学 

• 民国初年“温德华士(Wentworth)几何学”
在我国使用极广，到三十年代逐渐被《三S
几何学》所代替。 

• 傅种孙：近百年来几何教科书独如雨后春
笋，既萌既滋者，原因所在，约有三端：
一日适应实用，二日便利教学，三日谨严
理论……即今所见之几何教科书，独此篇
为具备三义。 



• 同人从事于中等教育有年矣，所见几何教
科书不下数十百种，依违更易，未知所从。
若Hamblin-Smith 一流之书，以时代思潮论
之，已远在十八世纪之末；Wentworth之书，
仿佛十九世纪初叶之风，Wentworth-Smith
之书，小处有进步，大处无足取。近世外
邦虽有较切实用之作，然国情不同，器用
具异，彼邦之切于实用者，吾国用之转多
窒碍。纯尚理论之书固迭有出版，然皆不
足为初学道。惟本书敬慎周详，尚合吾国
中学教学之用。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 

• 1941年5月，“重行修正初、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公布施行。 

• 取消混合数学。 
• 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 。1942年扩大，成立
“教科用书组”，把已编成的课本稿本，依新
修订的课程标准重行修改成正式的统一课本。
1946年以后，中学教科书由审定制改为国定制，
要求各学校一律改用国定本。 

• 教科书体系已比较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50年的教材建设 

•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9——1951），改编、选用旧教材，
包括老解放区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课本，
其中许多是西方的译本； 

• 第二阶段，翻译、改编苏联教材（1952—
—1957），先照搬苏联教材，然后再“中
国化” ；——第四个时间点：1952年 



• 第三阶段，编写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的第
一次探索与实践（1957——1966），1963
年前后编写出版的教材具有重视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训练，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
较强等特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
数学教材编写方式； 

•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
（1966——1976），各地方自行编写教材； 
 



• 第五阶段，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
统编教材（1977——1988），为了适应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要求，在继承“文革”之前教材编
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精简、增加、
渗透”为指针，编写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
教材； 

• 第六阶段，编写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相适
应的教材（1989——2000），为了适应
“公民教育”的需要，强调“大面积提高
教学质量”，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基础，小
学、初中教材初步实现“多样化”。 
 



这一时期教材体系的变化 

• 文革前，均采用分科制； 
• 1978年大纲提出“把精选出的代数、几何、
三角等内容和新增的微积分等内容综合成
一门数学课”，但实践中有不同看法； 

• 1982年，恢复“分科制”：代数、平面几
何、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微积分等； 

• 1997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分科；高中
“综合编排”，设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
选修。 



第五个时间点：1963年 

• 教育部于1960年1月6日给国务院提交“关
于修订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编写中、
小学数学通用教材的请示报告”，提出
“小学学完全部算术课程（初中算术1958
年已开始下放小学，到1961年暑假下放完
毕）；初中学完平面几何和代数的二次方
程（高中平面几何和二次方程到1962年暑
假下放完毕）”。 



• 1961年，中央文教小组指示，在总结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套质量较好的全日制
十二年制中小学数学教材”。人教社做了大量
工作：追溯中国数学课程演变史（从教学要求、
教材内容、教学时数、教学方法等四个方面），
国际（苏联、民主德国、美国、日本等）数学
课程教材比较；深入调查1958年以来的数学教
改，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从1961年开始起草
“教学大纲草案征求意见稿”；1962年开始编
写课本，并进行试教，同时送教育部聘请的教
材审阅人华罗庚、关肇直、丁尔陞，以及部分
省市教师审阅；1963年上半年进行修改；1963
年秋季正式出版使用。 

• 1963年5月，颁布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 



中共中央印发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 1963年3月印发，指出： 
•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要保持必要的稳
定，以便教师积累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 必须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
技能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和升学打好必
要的文化基础。 

• 在小学学好算术，初中学好代数和平面几何，
在高中学好大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和平面解
析几何，正确地理解数学概念，巩固地掌握定
理公式，计算正确、熟练，能够进行综合运算。 



“63本”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深远影响 

• 创建了教学大纲的新体系，这一体系在后
续教学大纲的制定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 教学内容和要求趋于合理、科学，小学完
成算术学习，初中完成实数、二次方程、
函数初步和全部平面几何的学习，高中恢
复平面解析几何等； 

• 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三大能力，即“正确
而且迅速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
间想象能力”； 



• 小学不分科，中学分代数、平面几何、立
体几何、三角、平面解析几何等科直线式
安排教材体系； 

• 教材“扎扎实实地加强了基础知识和基本
训练，程度已经提高到中国近几十年的最
高水平，内容充实，理论严谨，编排科学，
讲解细致，注意抓关键、抓重点、分散难
点，例习题充足，易教易学”。 



平面几何教材 

• 中学的几何科与作为一门科学的欧氏几何
有所不同，不应该也不可能按照严格的公
理体系来讲授。但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
掌握系统的几何知识，并且便于培养他们
推理论证的能力，也应该在学生能够接受
的条件下，力求逻辑的严谨性。因此，中
学的几何科应该以一些公理作为出发点，
推导其他的定理。 



• 几何教学内容应根据图形性质的内在联系，
从简单到复杂，从平面到立体，突出图形
的最主要的性质。 



结构体系 

• 先讲直线图形的位置关系和相等不等关系，再
讲授圆，然后讲授相似三角形，以及需要以相
似三角形的知识为基础的三角形的解法，最后
讲授正多边形以及圆的周长和面积。 

• 为了使有关三角形相等不等的知识集中在一起，
以便学生掌握，先讲授平行线，再讲授三角形。 

• 作图的知识以及各种基本的证题方法和作图方
法，都分散出现，适当阶段再予以总结。 

• 为了教学的方便，测量的知识适当集中。 



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 
• 第一阶段，判断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在搞清概念
的基础上，通过图形直观，能有根据地作出判断。 

• 第二阶段，培养简单推理论证的能力。要求能正确
地辨别条件和结论，掌握证明的步骤和书写格式。
具体又分：(1)分步写出证明过程，让学生注明每一
步的理由；(2)让学生论证一些写明已知、求证并附
有图形的证明题，先是只要进行一两步推理的，然
后逐渐增加推理的步数，并逐渐出现需要添辅助线
的；(3)让学生自己写出已知、求证并自己画出图形
来进行论证。 



• 第三阶段，培养对较复杂的证明题的分析
能力，从而提高逻辑推理能力。要求学生
能根据题中的条件和结论进行“分析”，
在可能的几种证明途径中，经过探索和选
择，找出论证的途径。 

• 第四阶段，通过各种证明方法的学习，继
续提高逻辑推理能力。“三角形边角关系”
以前，主要培养学生掌握直接证明的方法，
此后，除了继续培养直接推理的能力，还
要逐步学会间接证明的方法，如反证法，
同一法等。 



• 例：在“定义、公理、定理”之前讲“平
角都相等”——第一阶段 



• 在“平行线”、“三角形”中，证明的每
一步中给出理由。 



主要缺点 

• 对什么是“基础”认识还不够到位，有一
些次要、繁琐的内容。 

• 理论讲得过多过深，有些地方的论证和解
释嫌烦琐，讲了许多不必要的概念、法则、
步骤，例题、习题偏多，其中有些过难、
过烦，偏于追求技巧。 



尾声 
• 1964年春即开始又到工厂、农村、学校、科研
等有关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调查研究需
要不断进行，不能一劳永逸。” 

• 经过近一年调查研究，形成书面调查报告，提
出修改意见，在1965年4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修改本铅印成“征求意见本”，发给全国各省
市普遍征求意见，还再次派出十四个调查组到
北京、上海、河北、山东、湖北、江苏、山西、
辽宁、浙江九个省市广泛深入地征求意见。又
在部分中小学试教部分教材，召开师生座谈会，
征求意见。 



• 根据调查、试教等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再
修订，于1965年10月铅印成中学数学（送
审本），全套共七册，即初中代数上下册、
几何一册，高中几何、三角、代数、平面
解析几何各一册。教育部组织有关单位，
对各科课本（送审本）进行了审查。由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
系、清华大学着重从科学性进行了审查，
由河南省教育厅组织郑州市、新乡、巩县
部分学校的教师着重就教学方面进行了审
查，认为“这套教材适宜于教学”。 



• 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只以
“未定稿”名义出版了初中代数上、下册，
高中平面解析几何，其他都没能正式出版。
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把这套中学《数
学》（送审本）作了一点修改，作为一般
书籍出版。 

• 唉…… 
• 联想到这些年教材编写、实验工作的无序
状态，作为当前的教材编写者，感到非常
惭愧！学生的成长没有重复的机会，课程
教材的改革需要这样的严肃认真。 



简评 

• 这套教材扎扎实实地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训练，程度已经提高到我国近几十
年的最高水平。内容充实，理论严谨，编
排科学，讲解细致，注意抓关键、抓重点、
分散难点，例习题充足，易教易学。 

• 是我国编写得最好的教材之一。 



一个插曲：打倒欧家店 

• 1960年全国搞教育革命，人教社于 1960年
10月15日提出《十年制学校数学教材的编
辑方案（草案）》，并立即开始突击编写
全套十年制学校数学课本，于1961年上半
年将全套课本的初稿完成。 



平面几何（暂用本） 

• “编者的话”中说：“在这本暂用本中，
改变了从公理出发的欧几里得几何体系；
着重讲解在生产中和进一步学习时有用的
知识，并且特别注意画图、测量等技能的
培养。由于改变了旧的体系，重新安排了
内容，去掉了不必要的烦琐论证和不切实
际的难题，教学时间可以比原来缩短一半
以上，估计在初中用100课时左右就可以教
完原来在初高中讲授的平面几何。” 



问题与结局 

• 关于推理论证方面的内容，应该明确提出
的公理，如平行公理，也不明确提出；应
该给予证明的定理，如平行线的一些判定
与性质定理，或不证明或一语带过，又大
量削减必要的习题，这些都影响学生对平
面几何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推理论证能力的
掌握。 

• 结果遭到抵制，只用一年就停用了。 



第六个时间点：1978年 

• 教材改革的“精简、增加、渗透”六字方
针：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基础上，
精选传统内容、删除繁琐的计算和用途不
大的内容；小学增加简单的正负数运算、
简易方程和直观几何，中学增加微积分、
概率统计、逻辑代数的初步知识；适当渗
透一些现代数学的思想，小学要通过直观，
尽早让学生接触集合、函数、统计等思想，
中学要把集合、对应等思想渗透到教材中
去。 



• 教育部于1977年9月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
组，并在全国范围抽调专家、学者和骨干
教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编写全国中小
学通用教材。 

• 采取边编写边试用的方式，于1978年秋季
开学起，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起
始年级同时试用，到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 

• 从1981年开始对这套教材进行全面修订，
并进一步编写6年制小学、3年制初中和3年
制高中的数学教材，到1986年编写成了一
套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 



平面几何教材的改革 

• 内容顺序：几何教学的效果，与内容安排
是否得当有很大关系。教材按图形的复杂
程度编排，先是一条直线，再是两条直线
的关系，然后是三角形、四边形、相似形。
这样安排比较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便于
教学。 
 



扩大几何公理体系 

• 把一些在严格公理系统中的定理，如“两
点决定一直线”，“两点间线段最短”，
“垂线的唯一性”，“点到直线的垂直线
段最短”，“同位角相等，则两直线平
行”，“平行线的唯一性”，“平行线的
同位角相等”，“三角形全等的三个判定”
等作为公理，在学生确信的基础上不加证
明而作为证明其他命题的根据，以实现教
学上的化难为易。——不伤筋动骨 



如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 几何之难，难在入门。刚接触到推理证明，
不明白证明的意义，不掌握证明的方法，
所以这部分教学向来是几何教学甚至是整
个数学教学的难点。 

• “直线、相交线和平行线”，“三角形”
和“四边形”这三个几何内容，对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十分重要，应要求学生
逐步达到一定的水平。 
 



长期酝酿、逐步解决 

• “相交线和平行线”中，安排填写或说出理由
的训练，培养说理能力。 

• “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开始，逐步训练学生自
己写出全部证明：（1）找出三个判定条件证
明三角形全等，（2）证明全等再证明线段或
角相等，（3）证明一对三角形全等，利用它
证明线段或角相等，再证明另一对三角形全等。
先不必添加辅助线再需要添加辅助线。先是题
目中已写明已知、求证，再要求自己写出已知、
求证。文字题，自己画图，写已知、求证。 



• “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以及
“四边形”部分，训练学生不是单纯地从
判定三角形全等来思考，而要善于灵活运
用各种已有定理进行证明。教材注意加强
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证题技巧。先要求
每一步都注明理由，培养学生合乎规格的
逻辑思维，知道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要有
充分的根据。养成习惯后再逐步简化证明
过程。 



改革的效果 

• 教材中复杂的几何证明已基本不存在，有
利于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推理论证的基本
方法上来，真正做好逻辑思维的训练，落
实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七个时间点：1992年 

编写适应九年义务教育需要的教材 
• 198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小学和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作为较高
层次的基础教育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五
四制”和“六三制”两种学制的教学计划和教
学大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审分开”，
1988年开始组织编写多套教材，1990年秋开始
实验。1992年对大纲和教材进行了修改并通过
审查后，于1993年秋在全国试行。 



• 1996年，为了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颁
布新的高中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在高一、
高二年级设必修课，高三年级设理科、文
科和实科三种限定选修课，并有任意选修
课。1997年秋开始教材试验，试验工作于
2000年完成，经修订后在全国推广使用。 



• 高中数学必修课内容包括集合、简易逻辑，
函数，不等式，平面向量，三角函数，数
列、数学归纳法，平面解析几何，立体几
何（九A、九B），排列、组合、二项式定
理，概率；限定选修课的内容，理科有概
率与统计，极限，导数与微分，积分，复
数；文科和实科有统计，极限与导数，复
数；任意选修课则提出一些建议内容。 



教材体系 

• 初中分科 
• 高中混合 



平面几何教材改革 

• 调整几何内容，删减知识点，保留欧氏几
何公理体系的框架，继续采用“扩大公理”
的做法，要求公理的相容性，不要求独立
性和完备性。 



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 

• “三角形”：第一阶段重点训练学生用代
数方法解几何题时必须说理；第二阶段要
求学生独立书写简单命题的证明过程；第
三阶段重点训练学生掌握作图时常用的词
语；第四阶段重点训练学生分析证题思路，
并尝试用“逆推法”寻找证明途径，基本
掌握证明文字题；第五阶段放宽书写证明
的格式，允许省略一些非常明显的推理过
程，不注明已熟悉的理由，并学习用“两
头凑”的方法分析证题思路。 



• “四边形”：进一步要求学生能较顺利地
用综合法证明一些涉及更多知识的命题，
并开始让学生从题设出发，经过探索性的
推进，发现结论，归纳成定理。 

• “相似形”：加强探索方法的练习，不仅
要由题设探索结论，还要由结论并根据图
形去探索题设。 

• “圆”：进一步引入用双线箭头推理的证
明方式。 
 



简评 

• 这套教科书的编写是非常认真的，编写队
伍结构合理，在“面向全体学生”上做出
了巨大努力。教材的结构合理，没有繁难
偏怪的内容，注意应用数学教育、心理的
研究成果，语言通俗易懂，字斟句酌，乃
至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栏目设置较以往有
很大改进，基本实现“利教利学”。另外，
教材实验有较好的过程控制。 



第八个时间点：2001年 

世纪之交开始的课程改革 
• 学习美国，模仿芬兰。 
• 理论基础：建构主义。 
• 知识观：知识不是说明世界的真理——否
定知识的客观性。 

• 数学观：“数学是……过程”，“数学本
身也是主体建构的产物”。 

• 课程观：“学科体系为本”让位于“学生
发展为本”。 



• 师生观：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
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 教学观：必须通过学生的自主建构 ，教师
的讲解并不能将知识传输给学生。 

• 过程与结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课程目
标，即首先必须要让学生在数学学习活动
中去‘经历……过程’。……经历过程会
带给学生探索的体验、创新的尝试、实践
的机会和发现的能力，这些比那些具体 的
结果更重要。” 

• …… 



否定“双基”传统 

• 课改核心人物说，“当世界各国各自在钻研以
‘共同文化’、‘核心知识’、‘关键能力’、
‘基础学力’作为学科重建和教材编撰的核心
概念的时候，我们还在炒作‘双基论’ 。要
知道‘双基论’ 是从苏联搬运过来的。苏联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抛弃了否定‘人’的
‘态度’这个最活跃的要素的‘唯生产力
论’——‘双基论’”。 

• 有人质疑：“重视双基”能成为我们的优良传
统吗？  



平面几何课程的改革 

• 将“几何”改名为“空间与图形”。 
• “几何，作为逻辑推理的体系，使学生学
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形成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的功能，不是独有的，甚至是可
以替代的；但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数学
模型，它在发展学生创新精神方面的价值，
却是独特的、难以替代的。”——舍弃
“几何”二字 



•  “《标准》不以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体系
为主线，不是严格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呈
现这个领域，而以‘图形的认识、图形与
变换、图形与位置、图形与证明’等四条
线索展开”。 

• “ 削弱了以演绎推理为主要形式的定理证
明，减少定理的数量——用4条‘基本事实’
证明40条左右的结论；删去了大量繁难的
几何证明题，淡化几何证明的技巧，降低
了论证过程形式化的要求和证明的难度。” 



人教版教材中的“空间与图形” 

 



 



 



 



这一段教材的问题 

• 片面理解“学生的现实”，只讲“生活的现实”，
忽视“数学的现实”； 

• 违背数学的基本精神——简单问题复杂化； 
• 丧失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机会； 
• 破坏数学的内在逻辑，使学生失去逻辑推理训练
的机会，削弱数学的育人功能； 

• 人为编造情境，不仅造成理解困难，而且使学生
产生对数学的不良感受； 

• 误导师生——以为这就是数学的探究过程； 
• …… 



五、当前数学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 理论上，“泛教育”很有市场，离开数学
学科特点，空谈数学教育。不重视数学知
识的教学理解和教学表达的研究——基于
“数学的逻辑”和“思维的逻辑”。 

• 实践上，“一个定义，三项注意，几个题
型，大量习题”。以高考题为教学指南，
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题研究上，而对于“做
题目，为什么”却疏于思考，实际是另一
种离开数学搞数学教学。 



六、期待 

追求数学教育的本来面目 
 

• 构建逻辑连贯的数学教材体系； 
• 敢讲数学，讲好数学（完整的数学归纳、
推理过程）； 

• 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思维训练——学会运算，
学会推理。 



• 课程标准——2011版，2014版……第n版； 

• “课程标准不是牢房，而是家”——给教
材的研究编写放权； 

• 教材——第1版，第2版，第3版……第n版。 

• 教育中的问题要逐步改，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孩子们的成长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托起绿色的希望 

依靠我们无坚不摧的智慧 
逐步接近数学教育的本来面目 



 
谢谢倾听 

请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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