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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教学过程 , 实质上是运用

各种教学理论进行数学知 识 教 学 的 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 , 必然要涉及数学思

想与方法。本文对数学教学中数学思想

和方法的渗透作一浅析。

一、对数学思想的理解

数学思想是现 实 世 界 的 空 间 形 式

和数量关系反映在人的意 识 中 经 过 思

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数学思想是指导

学习数学、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方式、

观点、策略、指导原则。应该说 , 中学数

学思想往往是指数学思想中最常见、最

基本、较浅显的内容 , 这些最常见、最基

本的数学思想也是从某些 具 体 的 数 学

认识过程中提升出来的认 识 结 果 或 观

点 , 并在后继的认识活动中被反复运用

和证实。由于中学生认知能力和中学数

学教学内容的限制 , 只能将部分重要的

数学思想落实到数学教学过程中 , 而对

有些数学思想在中学教学 中 要 求 不 宜

过高。在中学数学中应重视的数学思想

主要有三个 : 集合思想、化归思想 和 对

应思想。其理由是 :( 1) 这三个思想几乎

包摄了全部中学数学内容 ;( 2) 符合中

学生的思维能力及他们的 实 际 生 活 经

验 , 易于被他们理解和掌握 ;( 3) 在中学

数学教学中 , 运用这些思想分析、处 理

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机会比 较 多 ;( 4) 掌

握这些思想可以为进一步 学 习 高 等 数

学打下较好的基础。

二、对数学方法的认识

数学方法是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

问题的策略 , 是实施有关数学思想的手

段 , 这些策略与人们的数学知识、经 验

以及数学思想掌握情况密切相关。从有

利于中学数学教学出发 , 本着数量不宜

过多原则 , 中学数学教学应重视的数学

方法有 : 数学模型法、数形结合法、变换

法、函数法和类分法等。

数学思想与数学方法既有差异性 ,

又有同一性。其差异性表现在数学方法

是数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 得 以 实 现 的

手段 ,“方法”指向“实践”; 而数学思想

是数学方法的灵魂 , 它指 导 方 法 的 运

用 , 数学思想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 , 而

数学方法则具有操作性和具体性。其同

一性表现在数学思想与数 学 方 法 同 属

方法论的范畴 , 它们有时是等同的 , 人

们往往把某一数学成果笼 统 地 称 之 为

数学思想方法 , 而当用它去解决某些具

体数学问题时 , 又可具体称之为数学方

法 , 因而 , 在中学数学教学中一般 将 数

学思想与数学方法统称为 数 学 思 想 方

法。

三、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模式

中学数学教学 内 容 从 总 体 上 可 以

分为两个层次 : 一个为表层知识 , 另 一

个为深层知识。表层知识包括概念、性

质、法则、公式、公理、定理等数学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深层知识主要指数

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表层知识是深层知

识的基础 , 是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的、

教材中明确给出的 , 以及具有较强操作

性的知识。学生只有通过 对 教 材 的 学

习 , 在掌握和理解了一定 的 表 层 知 识

后 , 才能进一步地学习和领悟相关的深

层知识。深层知识蕴含于 表 层 知 识 之

中 , 是数学的精髓 , 它支撑和统帅 着 表

层知识。教师必须在讲授表层知识的过

程中不断地渗透相关的深层知识 , 让学

生在掌握表层知识的同时 领 悟 到 深 层

知识 , 才能使学生的表层知识达到一个

质的“飞跃”, 从而使数学教学超脱“ 题

海”之苦 , 使其更富有朝气和创造 性 。

那种只重视讲授表层知识 , 而不注重渗

透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是不完备的教

学 , 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真正理解

和掌握 , 使学生的知识水平永远停留在

初级阶段 ; 反之 , 如果单纯强调数 学 思

想和方法 , 而忽略表层知识的教学 , 就

会使教学流于形式 , 成为无源之水 , 无

本之木 , 学生也难以领略到深层知识的

真谛。因此 ,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应与

整个表层知识的讲授融为一体 , 使学生

逐步掌握有关的深层知识 , 提高数学能

力 , 形成良好的数学素质。

数学思想的形 成 需 要 经 历 一 个 从

模糊到清晰 , 从理解到应用的较长发展

过程。对这个过程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

是从宏观上划分为四个层次 , 即渗透孕

育期、领悟形成期、应用发展期、巩固深

化期。数学思想从孕育到形成、发展 , 一

般都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 “ 润 物 细 无

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教学目标

往往不明确 , 课堂教学中的随意性、盲

目性大 , 缺少计划性、系统性。既然数学

思想方法被纳入数学基础知识的范畴 ,

那么课堂教学中就应该有 数 学 思 想 方

法的教学目标。基于上述认识 , 数学思

想方法常用的教 学 模 式 是 : 操 作 —掌

握—领悟。

数学思想、方法教学要求教师较好

地掌握有关的深层知识 , 以保证在教学

过程中有明确的教学目的 ;“操作”是指

表层知识教学 , 即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教

学。“操作”是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基

础 ;“掌握”是指在表层知识教学 过 程

中 , 学生对表层知识的掌握。学生掌握

了一定量的数学表层知识 , 是学生能够

接受相关深层知识的前提 ;“领悟”是指

在教师引导下 , 学生对掌握的有关表层

知识的认识深化 , 即对蕴于其中的数学

思想、方法有所悟 ; 数学思想、方法教学

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 , 往 往 是

几种数学思想、方法交织在一起 , 在 教

学过程中依据具体情况在 一 段 时 间 内

突出渗透与明确一种数学思想或方法 ,

效果可能更好些。

四、实施数学方法教学途径

数学思想方法 的 教 学 不 能 游 离 于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外 , 不能

离开教学活动。因而 , 有必要研究数学

思想方法课堂教学的模式 , 依据课型的

不 同 , 给 出“ 四 环 节 教 学 结 构 ”理 论 模

式 , 具体为: 创设问题情景 , 激发思维动

机 , 蕴含数学思想 ; 揭示概念背景 , 了解

合理性和必要性, 渗透数学思想; 暴露形

成过程, 揭示数学思想; 拓展概念教学, 深

化理解定义, 激活数学思想。没有模式, 就

没有特色, 当然, 不能把本应生动活泼的

课堂教学变成僵化的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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