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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即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必须
切实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全过程,
并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追求.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
“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的人” . 如何在数
学教学中一方面让学生掌握好必备的数学知识,又
能到达“育人”的目的,这就需要富有人文的课堂.

何为人文课堂? 从感性的角度讲,是对学生的
理解、接纳、尊重、爱护;从理性的角度来剖析,是对
学生作为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从实践的角度上
讲,是一切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成长出发,关注学
生学习活动的整个过程. 故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
首要的是转变观念,变“教师强加体验”为“学生亲
历体验”,变“讲授式教学”为“研究性教学”,变“课
堂权威”“话语霸权”为“课堂民主”“心灵沟通” .但
传统的教学中过度在学科知识上做文章,教师一直
纠结于数学知识的容量多少、难度如何,教师对数
学的知识点和训练点烂熟于心,而对数学学科的本
质和教育价值知之甚少,对学生通过数学学科的学
习究竟要形成哪些核心素养以及怎样形成这些核
心素养也不甚了解.

课堂是核心素养培养的主阵地,而核心素养落
地就是呼唤着人文的课堂. 事实上,人文教育在数
学教育中如影随形,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人文教育
都应无意识地支配着教学行为,故挖掘数学人文教
育内涵将能够形成教师的一种文化自觉.

本文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数学教学中如何
渗透人文教育,让“核心素养”真正落地生根,从而
做到“立德树人” .

一、注重理性诠释,让学生养成讲道理的习惯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尔西说过:“数学

理性是真正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 ”理
性是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思考和认识世界的一种表
现形式,它不依赖神秘的权威,也不依赖虚无的假
设,它只运用自己所积累的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来思
考和认识世界. 人们常说的要诉诸理性,实际就是
指运用科学知识、生活经验以及由此及彼形成的思

维方式来认识事物、表述事物. 数学理性更是如此,
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产物,它是一个系统,而
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要素,它不仅包含着人类所特有
的世界观,思维能力,还包括抽象力、分析力、综合
力、批判力等,而且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价值标
准和评价尺度,即它是一种认识方法,与逻辑化、规
范化、条理化、系统化相联系,也是一种评价方法,
与合理化、完善化、理想化相联系,故知数学理性是
科学主体特有的一种精神或认识能力,它促使科学
主体从一定的本体观和理由出发去探索科学客体
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人教版高中数学主编刘绍学说:“数学是人类
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的数学精华和基础,其
中的数学概念、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都是自然的,如果有人感到某个概念不自然,是强
加于人的,那么只要想一下它的背景、它的形成过
程、它的应用,以及与其它概念的联系,你就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水到渠成、浑然天成的产物,不仅合情
合理,而且很有人情味. ”由此看出,数学知识看起
来较为抽象,但它是讲道理的,而不是前人凭空杜
撰出来的,既然这样,我们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就要
注重道理的分析,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思想方
法的来龙去脉,然而受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教师
在教学中往往重视推理,而忽视道理的诠释,告诉
的多,解释的少,这样一来,学生被动接受机械的操
作与死记硬背的多,难以体会到数学的理性,这种
软暴力教学无形中就给学生造成数学是一门不讲
理的学科,久而久之,不利于学生明白事理的教育,
严重影响着学生健全的人格教育. 故在教学中应多
一些道理,少一些推理,尤为重要.例如,在“充分条
件与必要条件”的教学中,教师往往照本宣科,不作
解释,即如果 p⇒q, 则称命题 p 是命题 q 成立的充
分条件,命题 q是命题 p成立的充分条件.当然直接
告诉学生其定义,学生也能记住与简单应用,但学
生就无法体会到“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思维特
征,更体会不到它们的文化内涵. 其实,充分条件与
必要条件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提到的含义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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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就是有之则然,无之则可然;必要条件就

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 不妨举个例子:众所周

知,这个命题“成绩好 ⇒ 用心学”是正确的,则“用
心学”是“成绩好”的必要条件,即有了“用心学”不
一定“成绩好”,但没有“用心学”一定没有“成绩

好” .试问:大家是用心学,还是不用心学? 学生觉

得还是要“用心学”划算,教师一旦帮助学生讲到这

一层面,就弥补了空洞说教的苍白,对于促进学生

自觉学习意义深远.
二、关注学生想法,让学生养成善思考的习惯
加里宁说过:“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它深刻地

表明数学可以训练一个人的思维. 宋代诗人陆游写

给儿子子聿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 .这首诗虽然是教子诗,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具体说来,在数学教学中,只有让学生主动去

想,积极地去思维,给学生思维空间,不限制思维发

展,充分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让学生知道自己的

想法如何,才能掌握数学,从而培养学生勤于动脑

动手的好习惯.
在辅导资料满天飞的今天,学生大量练习,数

学能力依然为不高,为何? 笔者认为,不是缺少试

题,而是思维缺失导致的. 因为受社会浮躁之风的

影响,教师往往不是教真数学,而是教一些机械的

解题技巧,总结一些结论让学生死记去套用解题,
这与数学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学科相违背. 事实

上,教育是一件不能急于求成的事,数学思维能力

的培养更是急不得,因为思维是需要时间的,但是,
不难发现,大多数数学课堂,教师都是为完成当节

课的教学任务而教,不管学生理解不理解,一样往

前赶,教师告诉的多,学生参与的少,这就会使学生

形成被动接受的心理,当遇到难度较大的题目时,
学生往往不再去探索,而是习惯性地依赖教师的讲

解和演示,缺乏自主学习和创造的精神. 古人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教

师,要做到立德树人,就要转变教学观念,从学生的

长远发展处着眼进行教学,要关注学生想法,给学

生留足探索的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让学生明白

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怎样形成的,并感受到成功的

快乐,即使失败了,教师这时候可帮助要找到失败

的根源,以改之,印象肯定深刻.
由于高考考查的并不是考生记多少解题套路,

而是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即面对一个个陌生的试

题,测试一下考生有无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如何就

看平时学习数学的态度,是被动接受? 还是积极主

动思考?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被动学习者,
在当今的高考中都难有大的作为,而平时善于钻研

的考生就能顺风顺水. 其实,数学学习只是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一个载体,既然这样,当

学生高考过后,我们能给学生留些什么? 值得深思!
例如,在命题的教学中,人教版数学 2 - 1 第 6

页有这样一个练习:写出命题“若一个三角形有两

条边相等,则这个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的逆命题、
否命题、逆否命题. 在处理此题时,我先让学生做一

做,然后请学生回答. 本来学生觉得此题很简单,不
屑一顾,但通过回答,却出现了学生意想不到的结

果.其中一名就其否命题的写法,回答道:“若一个

三角形有两条边不相等,则这个三角形有两个角不

相等” .当笔者问大家此说法有问题吗? 学生异口

同声说:“没有” .这时,我发话了,此说法有问题.因
为“一个三角形有两条边相等”与“一个三角形有两

条边不相等”可同时真,显然不能互为“否定”;同理

“一个三角形有两个角边相等”与“一个三角形有两

个角不相等”也可同时真,也不互为“否定”,故这样

表述的否命题错误确定无疑了,根据“有”的含义是

指存在性,故正确的说法是:“若一个三角形没有两

条边相等,则这个三角形没有两个角相等” .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如果教师视学生的想法

于不顾,直接告诉结果,学生的原生态想法就被淹

没了,时间一长,学生就不再积极思考,就只好等闲

视之了.
研究表明,由于数学推理意识要求人们遇到问

题时自觉推测,做到落笔有据,言之有理,这种意识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揭示数学过程,让学生养成守规矩的习惯
今天,在社会大变革的现实情境下,强调“立德

树人”显得格外迫切.爱因斯坦曾经在名篇《培育独

立思考的教育》中谆谆告诫:“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

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

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他连同他

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

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事实上,数学所赋予人的力

量并不完全是知识的应用,对于提高公民素质、形
成完美人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我
们数学教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做题机器,疲惫

不堪的分数奴隶,疲于奔命的就业机器,而是有着

健全道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是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而“立德树人”恰恰做出

了最为诚恳的回答,因此作为教师在数学教学中不

仅仅是传授数学知识方法技能的行家里手,更是落

实以德树人的灵活工程师,即通过数学文化的渗透

对孩子进行心灵的浸润育人之道,做到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
苏联著名数学家欣钦就曾说过,数学教育一定

会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培养青年人树立一系列具有

道德色彩的品质,包括正直、诚实、不轻率盲从的道

德品质,形成尊重真理、遵纪守法的习惯和严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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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工作态度.
数学是一门讲法则的科学,不管是计算还是推

理,都要依据法则来进行.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这句话,在数学学科中最难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
数学规则中其蕴含的平等法则、和谐法则等社会人
文法则. 有了规则,就要按照规则做,这点确实重
要,有了法则就要共同遵守法则,不能只要求学生
遵守,而教师、权威却不遵守,这种共同的建立和遵
守,是建立有秩序世界的根基.

例如,在椭圆的教学中,人教版数学教材选修 2
- 1 根据椭圆的定义推导出椭圆上任一点的坐标满

足关系式
x2

a2
+ y

2

b2
= 1（a > b > 0）,于是教材至此就

说此方程就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方程. 善于思考
的学生自然会提出问题:此节的前一节刚刚学了曲
线与方程的概念,要说某个方程是某个曲线的方
程,就必须满足轨迹的纯粹性和完备性两个条件,
而在椭圆方程的推导过程怎么不提轨迹的完备性
呢? 对此教师有必要向学生讲清楚,否则学生就心
存困惑,认为教材前后内容处理怎么不一致,给学
生造成说一套做一套的感觉,言行不一致的结果就
是不诚信,难道编写教材的专家就可不遵守“曲线
与方程”的定义? 而只要求我们学生严格遵守. 其

实,教师只要帮助学生分析推导
x2

a2
+ y

2

b2
= 1（a > b

> 0） 时的过程是步步可逆的,学生就豁然开朗了,
原来权威专家也是遵守数学规则的. 如果学生在数
学学习过程中处处感受到教师教学的按规则行事,
那么学生就会潜移默化地养成守规则的良好思维
习惯.

四、渗透数学发展史,让学生养成勇于创新的
习惯

不可否认,当下数学教育的发展远离了作为数
学本身的博大精深和数学智慧,它越来越来失却了
数学本身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价值,人们的数学观渐
趋工具主义,数学成为思想、方法和工具的代名词,
我们目睹着种种数学教育教学行为误入极端,数学
数学教育深陷功利主义泥潭,不重视数学教育的文
化价值,忽视人的培养,因而成为教育中潜在的危
机,最为普遍的现象是数学教学往往竟演变成空洞
的解题训练,只强调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只要考试
分数好就行,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类涉及人的本
性、切入人的生命最基本的问题也置之不理,虽然
这种训练可以提高形式推导的能力,但却不能导致
真正的理解与深入的独立思考.

美国数学家、教育家 G·波利亚曾说过,学习数
学只有当“看到数学的产生、按照数学发展的历史
顺序或亲自从事顺序发现时,才能最好地理解数
学. ”所以 G·波利亚希望看到 -的是数学建造过程

中的施工架,而不是只看到简化了的现成品. 向往
着发明、创造的中学生总是喜欢追根求源,而作为
优秀教师应该讲清它的来龙去脉,阐明其中的奥秘.

 例如,在学习复数时,究竟虚数从哪里来的?
数学家从萌芽产生到理论形成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对此,教师要有必要将数学家当时关于的虚数的模
糊认识介绍一下. 事实上. 虚数最初在解二次方程
的过程中出现的,1484 年,法国人舒开在《算术三

篇》中,解二次方程 4 + x2 = 3x, 得根 x = 32 ±

2 14 - 4 ,他声明这根是不可能的,1545 年,意大

利数学家卡丹第一个认真地讨论复数,但他觉得奇
怪,负数怎能开平方? 他称负数的平方是一个“诡
辩量”,并且说:“不管我的良心受到多大的谴责,但
是,的的确确 5 + - 15 乘 5 - - 15 刚好等于
40!”过了将近 100 年,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在
《几何学》中第一次给这种“诡辩量”取了个名字“虚
数”,他认为这种根不是实在的,而是虚的. 德国数
学家莱布尼茨把虚数看着“两栖动物”,添上神秘色
彩.直到 18 世纪,瑞士大数学家欧拉还是说这种数
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 1777 年,他在递给彼得堡科

学院的论文《微分公式》中首次使用 i 表示 - 1 ,
但很少有人注意它,直到 1801 年,德国大数学家高
斯系统地使用这个符号,以后才渐渐通行于全世
界.可以说,虚数的出现,为无理数解脱了困境,因
为尽管无理数与有理数相比,似乎不那么“理直气
壮”,但在虚数面前,它毕竟同有理数一样,是实实
在在的数了,因此人们把无理数同有理数合称为实
数.由此看出,尽管现在我们关于虚数学得如此轻
松,但虚数从萌芽产生到得到数学家的认可,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几番曲折,在教学中适
时渗透一些关于这些数学知识的产生背景与经过,
让学生知道数学知识是数学家经过突破传统观念
进行创新而得到的,这种敢于打破常规开辟新天地
的精神和勇气,学生听后觉得前人是了不起,值得
我们后备敬仰和学习.

总之,要在数学教育教学中体现数学的文化价
值,做到立德树人,教师必须打造人文的课堂,只有
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优化数学教育行
为,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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