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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数学教师综合素质的探讨
!

李 开 慧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重庆 C###CD）

摘! 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目前中学数学教师在教育观念、相关专业知识及自我更

新意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通过对中学数学骨干教师的培训，提出中学数学教师应更新观念，不断完善自

我；练好内功，提高综合素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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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F 月，教育部颁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决定从 "##* 年秋季开始，用 $ 年左右的时

间，在全国实行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新的课程

理念、新的教材、新的课程评价观，强烈冲击着现有

的教师教育体系，它要求教师改变多年来习以为常

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确立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念。

新课程的实施，迫切要求广大教师加强学习，尽快提

高专业化水平。新课程的实施，既是我国基础教育

战线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教师教

育事业发展，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更好地为基

础教育服务的重要契机［*］。

受重庆市教委的委托，我校承担了重庆市初中

数学骨干教师培训班的任务，笔者组织策划了第一

期培训班的教学并参与了培训工作。通过实践深刻

地体会到：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扩大知识面、完善

知识结构、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已迫在

眉睫，同时教师是影响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

*! 培训班的基本情况

第一期中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从 "##% 年 I 月

至 "##C 年 D 月，学员共有 $F 人，他们分别来自重庆

市的各个区县。其中主城区学员 "C 人，县区学员

%" 人，他们都是重庆市各区县重点中学长期从事数

学教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教龄最长有 "* 年，最短

也有 F 年。其中高级教师有 *" 人，占学员总数的

"*P。学员中有来自国家级实验区北碚区的教师，

也有来自还没有进入实验区的黔江、彭水等边远地

区。面对来自第一线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的学员，为了对他们进行培训定位，让他们认识到我

需要学、必须学、不学就会掉队落伍甚至淘汰，于是

在学员进校的第二天搞了一次摸底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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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底测验的内容及形式

由笔者设计的测验题由 #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数学史与

数学文化；第三部分是数学思想方法。题型有简答

题与论述题。测验方式是闭卷独立完成，时间是

$%&’(，试卷总分为 )%% 分。

#" 试卷结果与分析

*+ 名学员全部参加了测验。评卷结果最高分

+$ 分，最低分 )) 分（见表 )）。

表 )" 学员测验各分数段的分布情况

分数 , 分 )% - )$ !% - !$ #% - #$ .% - .$ *% - *$ +% 以上

人数 , 人 !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测验成绩符合正态分布，两头

小，中间大，但整个重心往低分段偏移，及格只有 !
人。下面对试卷的 # 部分答题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 )" 基础教育改革的相关内容

这一部分有 # 个题，分别是：

第一题：在数学教学中，如何体现全日制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分）

第二题：谈谈你对全日制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

标准》中评价建议的感想。（)% 分）

第三题：你对“ 新世纪的教育改革要走人性化

教育发展的道路”怎样理解。（!% 分）

第一题有 + 人未回答，第二题有 # 人未回答，其

中一份试卷上这样写到：“ 没有见过，无法回答”。

第三题尽管没有出现空白的试卷，但从答题看出，学

员对相关内容了解很少。三道题回答完整的试卷没

有一份。从试卷分析看出，尽管全日制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以下简称《 标准》）在

!%%) 年 0 月正式公布，各种媒体宣传报道几乎都是

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进行，但学员对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的关注明显滞后。在学员测验时《 标

准》已经公布 ! 年，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评价体系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从事初中数学教学的教师，即

使你所在学校没有进入新课程实验区，也不可能不

闻不问、一无所知。另外，从试卷答题可看出，大多

数学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

弱。

#/ !" 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这一部分有 ! 道题，分别是：

第一题：《几何原本》及《九章算术》的特征是什

么？（!% 分）

第二题：略举 * 例中国古代数学家在世界数学

中创造的领先成就。（!% 分）（) 例 . 分）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

名著，是一部数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精

典教材。我国现行教材中平面几何的内容基本是

《几何原本》的翻版。《 几何原本》的特征是公理化

的逻辑演绎体系、形数分离，以平行研究作为主要矛

盾，体现 了 古 希 腊 人 的 哲 学 思 想 与 美 学 追 求［!］。

《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数学名著。我国著名数学

家吴文俊说：“《 九章算术》足可与古希腊《 几何原

本》东西辉映，各具特色”。《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

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九章算术》的特征

是以解题为中心的算法体系，形、数结合，以垂直研

究作为主要矛盾，体现了实际应用。该题的答题情

况是整个试卷中最差的。得零分的高达 !. 人，占总

人数的 .#1 。有的学员在答题栏中干脆写出“不清

楚”# 个字。没有一个学员回答较完整。

第二题只举出 ) 例的有 + 人，这 + 人的回答都

是祖冲之关于圆周章的计算。此题没有零分，有 .
人得满分。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的领先世界的成就

有 !% 多项，此题只要求写出 * 项，但能写出 * 项的

只有 . 人。从两道题的答题情况看出，学员在数学

史与数学文化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数学知识结构

存在较大的问题。

#/ #" 数学思想方法

这一部分只有一道题：全国统编初中数学课本

（人教版）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哪些？列出 )%
种（!% 分）

全国统编初中数学课本（ 人教版）中蕴含的数

学思想方法有：类比、数形结合、化归、分类、转化、特

殊化、换元、数学模型、符号、配方、待定系数等。应

该说这道题是学员最容易回答的，但出乎意料，答出

$ 种只有 ) 人，回答出 . 种及 . 种以下有 !0 人，占总

人数的 .21 ，只答出 ) 种的有 # 人，的确让人不可思

议。骨干教师在教数学的同时，已经淡忘了主宰数

学知识的主线数学思想方法。中考、高考的指挥棒

已经将教师“ 驯服”，应试教育让他们疲于“ 奔命”，

他们已经很难顾及数学教材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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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问题的思考

通过试卷的分析评讲，学员们感到震惊。同时

也让培训者们感到培训任务的艰巨。从前面（表 #）

中可以看出，$% 分以下的高达 &! 人，占全体学员的

’$(。虽然是一次测验，但不及格的比例如此之大，

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员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

学员在学校都是教学骨干，解题高手，为什么面对这

样的测验显得无能为力？原因只有一个，应试教育

将他们造就为“教书匠”，导致他们缺乏现代先进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知识，知识结构陈旧。要使

“教书匠”变为教育研究型数学教师，教师教育任务

艰巨，任重道远。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 #" 更新观念，不断完善自我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广大教师的专业理论

素养和知识结构提出很大的挑战。一个合格的教师

必须经常学习新知识，关注中国数学教育现实中存

在的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不断深入，课程

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不

管是否是实验区的教师，都应对中国数学教学变革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义不容辞地去关注、参

与和思考。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是对原有的课程

体系和课程观念的彻底变革，是对原有课程哲学观

和课程价值观的重大调整，彻底摇撼了传统的课程

与教学。新的教学理念对教师的思想观念和教学实

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促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其

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体现在教师对传统的教师

角色的重新定位和理解，并转变观念，不断学习、完

善自我。

!) *" 练好内功，提高综合素质

从前面试卷分析看出，学员对数学知识产生、形

成、发展的历史，对数学知识背后隐藏的数学思想方

法，对除数学以外的其他相关知识缺乏了解，综合素

质较差。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的内涵是丰富的，其结

构体系是复杂的，不再是“ 学科知识 + 教育学知识”

的传统模式，它具有多层次复合型结构的特征。

!) *) # 重视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全日制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建议中强调，要

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教师不但要教会学生数

学知识，更应让学生了解产生知识的背景及历史。

数学史是学习数学、认识数学的工具。通过数学史

料，介绍课堂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学生更全

面、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并通过这些史料，把学生

带到知识系统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为优

化学生形成认知能力和识别能力创造有益的外部条

件［,］。要求学生掌握的数学应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

机体系，而不能是局限于某个知识，甚至是某一个概

念本身的、狭隘的课堂讲解内容，因为这样的课堂不

仅枯燥、乏味，不符合教育规律，更是一种完成任务

式的学习，不能在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形成知识的系

统性与完整性。对数学学科来说，就知识教知识是

无法做好由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有了背景的知识，才

不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适当的数学史知识

将成为促使这一转化的添加剂。

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中，适当加入数学史常识，

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引起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同时通过对数学家伟大事迹的介绍，让学生了

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体味他们的奉献精神，感受他们

的治学态度，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数学史

的文化功能。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数学教师所具备的数学

科学知识，应该充满着与历史、文化以及现实世界的

深厚关系，数学教师不仅需要了解数学的过去，也要

接触数学的现在，数学教师学习数学史，是以素质教

育为目标的数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它对于培养学生

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数学观念、数学能力和数学整

体意识有特殊意义。

!) *) * 重新认识数学思想方法的教育价值" 在全日

制义务教育《标准》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指出：“ 通

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

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数学知识以

及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的技能”。《标准》在

课程目标中将数学思想方法明确提出，可见它在数

学教育中的重要性。数学思想方法是以具体数学内

容为载体，又高于具体数学内容的一种指导思想。

它能使学生领悟数学的真谛，懂得数学的价值，学会

数学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它能把知识的学习与培养

能力，发展智力有机地统一起来［!］。由于数学思想

方法往往隐含在数学知识的背后，因此数学教师常

常只注意到处于表层的数学知识，而未注意到处于

深层的思想方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以数学

知识为载体，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思想方法显露出

来。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对教材下一番改造制

作的功夫，显然它比教会学生解题要复杂。只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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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识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才能真

正体现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思想方法的教育价值。

!" #" $ 全面提升数学教师的文字能力% 从试卷分析

可看出，大多数学员文字能力较弱。这也许是大学

教育由于文理绝对分科而造成的人才培养的弊病。

目前这种局面正在改变，文理渗透已是当前大学教

育发展的趋势，从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来看，中学数

学教师应具备的能力应是数学能力、教学能力、教研

能力及其它相关能力的综合［&］。正因为学员在某些

方面的能力较弱，所以在这一组测验题面前显得力

不从心。这正说明数学教师需要不断“ 充电”，通过

职后培训全面提升自己的文字能力。

总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洪流中，数学教师

必须强化自我更新意识，贴近时代发展的需要，使自

己的专业结构不断向多元化、复合型发展，真正提高

到能够实施素质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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