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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文献 的记载 ，
早在公元前 ４ 世纪

，
古希

腊学者欧德姆斯 （
Ｅ ｕｄｅｍｕｓ ）就撰写过 《算术史 》

《
几何史

》 《天文史 》 。 １ ７５８ 年
，
法 国数学家蒙 蒂克

拉 （Ｊ ．
Ｅ

．
Ｍｏｎｔｕｃｌａ

，
１７２５

－

１７９９
） 出版 《数学 史 》 （２

卷
，
后被补充为 ４ 卷 ） 。 １８ ８０ 年开始

，
德 国数学史

家康托尔 （
Ｍ

．
Ｃ ａｎ ｔｏｒ

， 

１ ８２９ － １ ９ ２０
） 陆续 出 版 《数学

史讲义》 （
４ 卷 ） ，

取代 了 蒙蒂克拉的 《数学 史 》 ，
成

为 １ ９ 世纪里程碑式的标准数学史著作 ，
并奠定

了 数学史作 为一 门 学科的地位 。但是 ，
蒙 蒂克拉

和康托尔 以 及 同 时代其他学者研究 数学史的 目

的不是 为教育服务 ，而是要揭示数学史 的文化价

值
，
揭示数学在一个民族文化生活 中 的地位 。

随着数学史学科的建立 ，
数学史逐渐成 了

一

门数学教 师教育课程 。
１ ８９ １ 年

，
数学史家史 密

斯 （
Ｄ ．Ｅ ．Ｓｍ ｉｔｈ

，


１ ８６６
－

１ ９４０ ） 在美 国 密歇根 州立师

范学院开设数学史 课程 ；

２０ 世纪初
，
史密斯在哥

伦 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创建数学教 育博士点
，
数

学史是最重要 的学位课程 。 史密斯在其 《数学

史
》
第一卷 （

１ ９２３
）前言 中 指 出

，
数学史 已被公认

为教师教育 的重要学科 。史密 斯认为 ，
数学 史为

数学教学改革提供 了借鉴 ； 他还 强调历史相似

性对于数学教学的重要意 义 ： 困 扰世界 的东西

也会 困扰儿童
，
世界克服其 困难 的方式提示教

师
，
儿童在其发展过程 中会 以类似 的方式来 克

服类似 的困难Ｉ

同时代另 一位美 国数学史家卡 约黎 （
Ｆ

．
Ｃａ－

ｊｏｒｉ ， 
１ ８５９

－

１ ９３０ ）也是关注 数学史教育 价值 的学

者之一 。他认为
，
教师在课堂上讲述数学史 ， 可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
并让学生正确认识数学的

本质 ： 数学并非枯燥 、呆板 的 ， 而 是不断进步 、生

动有趣 的学科 。卡约黎也认识到学 生的学 习 困难

所具有 的历史相似性叱

史密斯 和卡 约黎的数学史著作对我 国数学

史家钱宝琼 （ １
８９２

－

１ ９７４ ）产生 了很大 的影响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
，
钱先生相继在南开大学 、浙江

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数学史课程 。他认为 ，
数

学史研究 的一个重要 目 标是 为中学数学教师服

务 。他还倡导 ，
师范院校有 必要开设数学史课程 。

１ ９ 世纪
，
德国 生 物学家海克 尔 （

Ｅ ．Ｈａｅｃｋｅｌ
，

１ ８３４－ １ ９ １ ９
） 提 出 生 物发生学定律

“

个体发育史

重演种族发展史
”

，
并将该定律运用于心理学领

域
，
指 出

“

儿童的心理发展不过是种族进化的简

短重复而 已
”

。人们 将该定律运用于数学教育
，
历

史发生原理应运而生 。 １ ９ 世纪末 ，历史发生原理

开始受 到广泛的推崇和讨论
，
这大大促进 了数学

教育研究者对于数学史的关注 。 除 了史密斯 、卡

约 黎 、
Ｆ ？克莱 因 （ Ｆ． Ｋｌ ｅｉｎ

，
１ ８４９

－

１ ９２ ５ ） 、庞加莱 （
Ｈ ．

１ ０



Ｐｏｉｎｃａｒ６
，
１ ８５４

－

１９ １２
） 、 波 利亚 （ Ｇ ． Ｐ６ｌ

ｙ
ａ

，
１８８７

－

１ ９ ８５
） 、 弗 赖登塔尔 （

Ｈ ． Ｆｒｅｕｄｅｎ ｔｈａＵ

９０５

－

１ ９９０ ） 、

Ｍ
？ 克莱 因 （

Ｍ ．Ｋ ｌｉ ｎｅ
，

１９ ０８
－

１ ９９２ ）等著名 数学家都

是该原理的倡 导者 。例如
，

Ｍ ？ 克莱 因认为 ，历史

上数学家所遇 到的困难 ，
正是学生也会遇到 的学

习 障碍
，
因而数学史是教学 的指南 。 以 负数为例 ，

Ｍ ？ 克莱 因指 出 ：

“

从主流数学诞生开始
，
数学家

花 了
一

千年才得到负数概念 ，
又花 了

一千年才接

受负数概念 ， 因此我们可 以肯定 ，
学生学习 负数

时必定会遇 到困难 。

”
１
２

１

然而
，
数学史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相

似性给予教学的启示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美 国学

者琼斯 （
Ｐ

．Ｓ ．Ｊｏｎｅｓ
，

１ ９ １ ２－２００２
）总结 了数学史更多

的教育价值 ［
３

］

。对学生而言 ：

＊ 数学史能够澄清数学 的意义
，
揭示数学的

本质
，
加深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

＊ 数学史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
并让他们

欣赏 和热爱数学 。

＊ 数学概念漫长而 曲折的历史
，
让学生获得

心理安慰 ，
不会因 自 己的不理解而担忧 。

对教师而言 ：

＊ 数学史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 。

＊ 数学史是教师改进教学的工具 。

＊ 数学史提供新课引人的话题以及帮助学

生找 到
“

发现
”

新概念或新思想 的方法 。

总之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 前

，
关于数学史与

数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
数学家 、数学史家和数学

教育家主要局限于对数学史教育价值的讨论
，
这

些讨论并未建立在教育实践 的基础之上
；
数学史

家著述数学史
，
其 目 的主要是为数学教师了解和

运用数学史提供资源
，
但并未涉及

“

如何将数学

史运用于数学教学中
”

这一问题 。

Ｑ教学实践
，

１ ９７２ 年
，
第二届 国际数学教育 大会 （

Ｉ ＣＭＥ－

２
）在英 国埃克塞特举行 。为 了促进数学史在各学

段数学教学上的运用
、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之

探讨等方面的 国 际交流与合作
，

促进数学家 和数

学教师对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 的认识 ，
琼斯 、

罗杰斯 （
Ｌ ．Ｒ〇ｇｅｒＳ ）等组建

“数学史与数学教学之

关系国际研究小组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

ｙ
Ｇｒｏｕｐｏ ｎ

丨

哪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ｂ ｅ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Ｈ ｉ ｓｔｏ ｒ

ｙ
ａｎｄＰｅｄ ａｇｏｇｙ^

ｏｆＭ ａｔｈｅｍ ａｔ ｉｃｓ
，
简称 ＨＰＭ 研究小组 ） ，

标志着数一

学史与数学教育之关系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的诞生 。 四年后 ，

在德 国卡 尔斯鲁厄举行的第三

届 国 际数学教育大会上
，

ＨＰＭ 研究小组正式成

立
，
隶属 于 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 。

ＨＰＭ 研究小组成立之后 ， 人们从单纯的理

论探讨转 向 ＨＰＭ 课堂实践 。随着理论和实践研

究的深人开展
，
人们发现 了 数学史 中更丰富的教

育价值 。 １ ９９ １ 年
，
英 国数学史家福韦 尔 （Ｊ

．Ｆａｕｖ ｅｌ
，

１ ９４７－２００ １
）基于已 有 的研究文献 ，

总结了 １５ 种

之多
： （

１
）增加学生 的学 习 动机 ； （

２
）改变学生 的

数学观
； （ ３ ）让学生获得心理安慰 ； （

４
）使数学不

那么可怕
； （
５

）有助于保持对数学的兴趣 ； （
６

）给予

数学 以人文 的一面
； （

７
）有助 于解释数学在社会

中 的作用
； （

８
）有助于发展多元文化进路 ； （

９
）有

助于安排课程内 容顺序
； （

１ ０
）有助于学生对概念

的理解
；

（ １ １ ）对比古今方法
，
确立现代方法的价

值
； （

１ ２ ）为学生提供探究的机会
；

（ １ ３
）有助于解释

今天学生 的学习 困难
；

（ １ ４
）培养资优生 的远见卓

识
；

（
１ ５

）提供跨学科合作的机会，

自 １９８４ 年开始 ，在 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召开的

当年
， 国际 ＨＰＭ 研究小组举办 ＨＰＭ 卫星会议 ，

至

今已有九届
，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实践乃是历

届 ＨＰＭ 卫星会议的重要主题之
一

。在台湾 ，
基于

数学史 的教学设计主要采用学习单的方式 ，
已有

案例涉及圆与 圆周率 、扇形面积 、
分数乘除法等 。

胃教育取 向 的 历史研究 ，

要将数学史融人数学教学
，
教师需要拥有必

要 的数学史料
，
因 此

，
教育取 向 的数学史研究和

数学史素材的整理 、裁剪 和加工是 ＨＰＭ 研究小

组 的基础性工作 。 在 ＨＰＭ 研究小组成立之后
，

教育取 向 的历史研究文献 日 益增多 。 早在 １９６９

年
，
全美数学教师协会 （

ＮＣＴＭ
） 电版 了 《用 于数

学课堂的历史专题》 ，
书中 的材料大多取 自 史密

斯
、
卡约黎等先驱者 的著述

，
但与数学课程的关

联还不够紧密 。２００４ 年 ，美 国数学史家卡茨率领
一

个 由 ２２ 名 中学数学教师组成的团 队历时两年

２０ １ ８ ．７ 

－８



２０ １ ８ ．７ －８ 叙 数学
－

園

编成 《用于数学教学的历史模块 》

一

书
，供数学教师

使用 。 该书中 的材料与数学课程的关系更为密切
，

作者还给出课堂中 如何实施各个模块的具体建议 。

历届 ＨＰＭ 卫星会议
、
欧洲

“

数学教育 中 的

数学史 与认识论
”

暑期大学 （
ＥＳＵ

） 的 文集 ，

以及

ＨＰＭ 领域的 文集
，
如 《向 大师学 习 》 （

１ ９９５
） 、 《数

学之魂 ： 历史研究与 教学融人 》 （ １ ９９６ ） 、 《用历史

来教数学 》 （
２０００

） 等 ，
都包含有大量教育取 向 的

历史研究成果 。 古里克斯和布 洛姆 （Ｇｕｌ ｉ
ｋｅｒｓ ＆

Ｂ ｌｏｍ
，

２００ １ ）在有关几何历史 与教学 的文献综述

中
，
教育取向 的历史研究 占 了相 当大的 比例 。

？历史 相似性研究 Ｉ

发生原理或历史 相似性对数学教学具有重

要意 义 。事实 上 ，
如 果某一概念的历史相似性是

客观存在 的 ，
那 么

，
教师可 以借鉴历史 ，

重构知识

的 自然发生过程来设计教学 。

一些欧美学者 以 若干数学主题为载体开展

了实证研究
，
印证 了 历史相似性的存在 。 以 角 的

概念为例
，
历史上数学家对角 的认识见表 １ 。

表 丨 历 史上数学家对 角 的认识

时间 数学家 对 角 的认 识 类 别

公元前 ６ 世纪 泰 勒斯 将
“

相等的 角
＂

称 为
“

相似的 烏
＂

。 现

公元前 ４ 丨让纪 亚 里士多 德 将 “相 等 的 商
”称 为

“相似 的 角
＂

？ 质

欧 德姆斯 于
“

折 断
＂

或
“

偏 斜
”

。 放

公元前 ３ 世 纪 欧儿 里得 若 一 直 线 与 另
一 直线 构 成 的 两 个相 邻 的

角 相 等 ，

則 称这 两个 角 为 支 角
； 钝 用 是 大

于 直角 的 用
；锐 角 是小 于 直 廣 的 负

。

班／＊

欧 几 里得 是 平 面 上 相遇
、
且 不 在 同

一 直 战 上的 两

条线 彼此之 间 的 倾 斜度 。

关系

阿波 罗尼 斯 负 是 面 或 体 中 的 折线或 折 面 收 《 到 某 点

或 菜条 线 处 。

？

公元 １ 世纪 奸 ｔ 塔克 角 是折线或 折 面 在 某处 的 初距 。 ｆｔ

卡 普 斯 角 是包 含它的 两 线 或 两 面之 间的 距 离 。
ｆｔ

美 国学者凯瑟 （
Ｋｅｉ ｓｅ ｒ ） 通过课堂观察 和访

谈调查发现
，

六年级学生对角 的理解恰好可以分

为
“

质
” “

量
”

和
“

关系
”

三个方面 。 国 内相关研究也

ｇ得到类似 的结论＼据此 ，
关于

“

角 的初步认识
”

，

教师可 以重
０角

概念的发展过程
，
按照

“

质一

量一关系
”

的 丨顿序来设计教学 。

￥历史相似性 的 另
一

种教育价值在于
，
教师可

二
＾

以根据历史上数学家所遇到 的 困难来预测学生

的学 习 困难或认知障碍 ，从而制订相应的教学策

略
，
让学生有效地跨越学 习 障碍 、克服学习 困难 。

以字母表示数为例 。西方学者将初等代数的历史

分成修辞代数 、 缩 略代数和符号代数三个阶段 。

古代两河流域的代数属 于第一个阶段 ， 即问题求

解 的过程是 以纯粹 的文字语言来表达的 。到 了公

元 ３ 世纪
，
古希腊数学家丢 番图首次用字母来表

示未知数
，
使得代数学的发展 进人第二个阶段 。

直到 １ ６ 世纪
，
法国数学家 韦达 （

Ｆ
．
Ｖ ｉｆｃｔｅ

，
１ ５４０－

１ ６０３ ） 首次扩大字母的 功能
，
用字母来表示

一类

数或任意数
，
标志着代数学进入第三个阶段 。代

数学发展的历史表 明
，
从修辞代数到缩略代数 ，

从缩略代数到符号代数
，
每一次的跨越都经历 了

十分漫 长的时 间 。而英 国学者哈 帕 （
Ｈａｒｐｅ ｒ ） 的研

究 表明 ，
学生对符号代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

相似性 。 由 此我们可 以 断言 ， 学生在学 习用 字母

表示数时
，

一定会遇 到 困难 。

一方面 ， 我们需要设

计恰 当 的探究活动 ，让学生实现从低级阶段到髙

级阶段 的跨越
；
但另一方面 ，

我 们也必须有充分

的心理准备
，
这种跨越绝不 可能是

一

蹴而就 的 。

教师专业发展
ｆ

查纳基斯 （
Ｔｚａｎａｋ ｉｓ ）和 阿克维 （

Ａｒｃ ａｖ ｉ
） 曾 总

结数学史对丰富教师知识储备的重要意义｜

６
１

：

＊ 通过数学史
，
教师可以 确定 引 人一种新数

学知识的动机 。

＊ 通 过数学史
，
教师可 以 了 解历史上 出 现

过 、
课堂上可能会再现的 困难或障碍 。

＊ 通 过数学史 ， 教师可以理解
“

做数学
”

的创

造性过程 ， 从而提髙数学 素养
，
更好地理解数学

活动的本质 。

＊ 通 过数学史
，
教师可 以丰富 自 己 的教学知

识储备
，
包括例子

、
解决问题的 另类方法等 。

＊ 数学史让教师对于表达思想或解决问题

的非传统方法
、
非常规方法更加宽容或尊重 。

在福韦尔和冯马南主编 的 《数学教育中 的历

史 》 （
２０００

）

—书 中
，
专 门 用一章的篇 幅来讨论数

学史在教师教育 中 的作用 。 而 ２００４ 年在瑞典乌

普萨拉举行的第 六届 ＨＰＭ 卫星会议上
，

、

“

数学

史对教师培训的作用
”

被列 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

已 有 的研究表明
，

ＨＰＭ 可 以有效地促进教

１ ２



师的专业发展 。莫斯福德 （
Ｍ ｏ ｓｖｏｌｄ ） 、詹克维斯特

（ Ｊａｎ ｋｖ ｉ ｓ ｔ ）等 已经讨论 了数学史与 教师面 向 教学

的数学 知识 （ＭＫＴ
，

如 图 １
）之间 的密切关联 。

学科内容知识教学内容知识

图 １ 数学教师 用 于教学 的数学知识分类框架

克拉克 （Ｃ ｌａ ｒｋ ） 的研究表明 ，
数学史改变 了

职前教师的 ＭＫＴ
，
特别是其 中 的专 门 内容知识

（ ＳＣＫ ） 和 内 容 与教 学 知 识 （
ＫＣＴ

）％ 亨特 雷

（
Ｈｕｎ ｔ

ｌｅｙ ） 等 的研究表 明
，
数学史课程对于发展

职前教师的教学知识具有积极 的作用 ； 维尔德纳

（
Ｗｅ ｌｄｅａｎａ ） 、 卡瑞 兰勃斯 （ Ｃｈａｒａ ｌａｍｂｏｕｓ

）等先后

通过研究发现
，
数学史有助于职前教师树立积极

的数学和数学教学信念 。

克服 自我为 中心 的思维习 惯
，
倾听学生

，
走

进学生的心灵之 中 ，是一名 教师胜任教学工作的

重要前提 。教师在学 习数学史 的时候
，
需要克服

自 我为 中 心的思维习 惯 ，
走进 另

一

个时代 、 另
一

种文化背景下 的数学家的心灵之中 ， 因此
，
数学

史对于教师有 着不 同于知识层面 的另一种重要

价值 。阿克维 和矶 田 （
Ａｒｃａｖｉ ＆Ｉ ｓｏｄａ

，

２００７ ）在针

对职前教师所设计的
“

倾听学生
”

工作坊上
，
将莱

茵德纸草书上的
“

猫和老 鼠
”

问题 （有 ７ 座房屋
，

每一座房屋 内 有 ７ 只猫 ，
每 只猫每天 吃 ７ 只老

鼠
，每只老 鼠每天吃 ７ 颗麦穗

，
每颗麦穗含 ７ 个

容积单位 的麦粒
，
问房屋 、猫 、 鼠 、 麦穗和容积数

的总 和是多少 ） 进行改编 （ 将僧 侣文改为象形

文 ） ，
让学生猜测象形文所表示 的数字

，
并复原古

埃及 的乘法运算Ｉ作者试图通过该研究 ，
建立一

种让职前教师养成倾听学生 习惯的策略 。

教材 中 的数学史 －

数学史融人数学教材
，
有着悠久的历史 ， 近

年来也受 到 ＨＰＭ 领域 的研究 者 的关 注 。
２０ １ ０

年
，
在维也纳 召开 的第六届 欧洲

“

数学教育 中 的

数学史与认识论
”

暑期大学 （
Ｅ ＳＵ －６ ）

上
，
来 自 法

国 、意大利 、波兰 、希腊等国 的学者们组织 了 一次

小组讨论
，
与会者考察了有关国家数学教科书中

的数学史
，
并讨论 了 教科书 中融入数学史 的 目

标 、方式和评价标准 。

以法 国数学教科书为例 ，
数学史在教科书 中

的运用方式有点缀式 、附加式 、 复制式 、顺应式 、

重构式五种
，
见表 ２

。

表 ２ 教材 中 运用数学史 的方式
类 别呈现内容功 能

点级式 插 图
，如数学 家画像 、历 史上的 测 量工具 、

古 以 图辅 文 ， 图 文相 配
；

代数学著作 的 书 影 、反映数学 主题的绘装饰 、 美化 、

人性化
。

附加式 数学史文字阅读材料 ， 如附于某个主题之后的

历 史注解、
独立成节 的专题历 史 、

附于正文之后

的历 史介绍或人物 简介
、
数学术语的辞源 等 。

复 制式 直接采 自 历 史的数 学 问题 、 问题 解 法 、
定 理

证法等
， 或作 为教材 开篇 的 学科 历 史溯源 。

追 溯历 史起源
，补 充历

史知识 ，提供辅助材料 。

提供數学 问题 ，

再现古

人智慧 ，促进数学学 习 。

顺应 式 改编 自 历 史 上 数学 问 题 的 习 题 ， 或根据 历

史材 料 而编制 的数 学 问题
，

或 谏 于数学 史 、

但经过 简 化的 思想 方法 。

重构 式 借鉴 或 重构知 识 的发 生 、
发 展历 史 ，

以 发 生

的方 法 来 引入数 学概念 ，或 借鉴 了 历 史 ，

以

符合 现代 学生认知的 方式 编排的 知识 。

提供数学 问题
， 增加探

究机会 ，
激发学 习 兴趣。

把握认知基础 ，

激发学

习 动机，促进知识理解 。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
， 我们可 以对世界各 国小

学数学教科书 中 的数学史进行深人的比较研究
，

从中获得思想 的启迪 。

Ｑ结语
ｔ

综上
，

ＨＰＭ 领域的研究课题包括理论探讨

（ 为何与如何 ） 、教育取 向 的数学史研究 、数学史

融人数学教学的实践研究 、 历史相似性实证研

究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数学史融人数学教材研

究等 教育取向 的数学史研究是 ＨＰＭ 研究的基

础
；
历史相似性研究为数学史融人数学教学和数

学史融入数学教材提供依据
；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

学 的实践与 ＨＰＭ 理论 始终处于 良 性互动 的过

程之 中
；
教师专业发展是 ＨＰＭ 学 习 共同体的 目

标
，
相关研究为教师成长提供重要借鉴 。

ＨＰＭ 研究表明
，
数学史对于学生的数学学

习 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数学史

营造 了不一样的数学课堂
，
改变 了学生

，
改变 了

教师 。 因此
，

ＨＰＭ 受到广大一线教师和职前教师

的喜爱 。 在未来
，
实践研究 以及教师专业发展仍

将是 ＨＰＭ 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不论未来的数

Ａ

物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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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７ －８ ．
■

？

，

彳舦 ｆ

学教育会经历怎样的改革 ，
不论未来的数学教育

理论会经历怎样的新旧更替
，
数学的历史都永远

无法改变
，
因 而基于数学历史发展规律的数学教

育研究也必将经得起历史 的考验 。 我们有理 由

相信
，

ＨＰＭ 必将成为数学教育 中亮丽的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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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基 础教育课程承栽 着 党 的 教育 方针和教育

思想 ，
规定 了 教育 目 标 和教 育 内 容

，
是 国 家意 志

在 教育 领域 的 直接体现
，
在立德树人 中 发挥 着

关键作 用 。 《普通 高 中 数 学 课程 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 》 （ 本专辑 均 简 称 为

《
高 中课标 ２０ １ ７

》 ）
的 颁

布
，
在数学教 育界掀起 了

一股 学 习 和研 究 的 热

潮 。 与 ２００３ 年 版 高 中 课标 相 比
， 《 高 中 课 标

２０ １７
》
在课程 目 标 、课程 结 构 、课程 内 容 、课程评

价 等 方 面 都发 生 了
一些显著 的 变化

，
特 别是提

出 了 数 学 学科核 心 素养 、

“

三会
”

、 学 业质 量标 准

等 新的 概念或 理念 。 由 于我 国 普通 高 中教 育和

义务教 育是一 脉相 承的
，
具 有 系 统性和连 续性 ，

所 以
，

以 下 问 题值得我们深 思 ： 高 中课标的修

订
，
对 义务教 育 阶段特 别是 小 学 阶段的 课程设

计 、课标修订及教育教 学 改进等 有哪些 启 示呢 ？

基 于 此
，
本刊 策 划 了

“

高 中课标的 启 示
”

专 辑 。

在 本 专辑 中
，

马 云 鹏 、 孙 晓 天 、 张 丹 、
王 永

春 、 刘 琳娜 等 专 家 ，
分别 围 绕核 心 素养 、

必 备品

格
、

“

三会
”

、抽 象 思 想 、建模 思想
，
或 高 位 引 领

，

或 建构 理 论体 系 ， 或 结合具 体案 例谈教 学 策

略
，
各 抒 己 见

，
为 我 们 的 研 究 和教 学 指 明 了 方

向 。

理越 辩越 明
，

道越论越清 。 对于课程改革 的

【
本文 系上海髙校

“

立德树人
”

人文社会科理论研 究和 实 践探 索会一直持 续 下 去
，

期待更

物学重点研究基地之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研究 ｉ ｒ 多 的人参 与进 来 。 特 别 是教科研人 员 和
一

线教

项 目
“

数学课程 与教学 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ｊ 师
，
在理论 的

“

实践 性解读
”

方 面 更有发 言权 。期

—

１务 的研究
”

的研究成果 】＋ 望我们 的共 同 努 力 能为 义务教育 阶段的 教学及

焦（作者单位 ： 华 东 师 范大 学教师教育 学 院 ） Ｅ接下 来的课程改革等提供
一 些参考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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