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能力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富有生机

与活力的条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

水平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素质教育要求，教育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

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且一个人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是通过教育系统的促进作用在他的

自身中生长出来的素质。教育通过内因起作用，主

要是通过内在的思维素质起作用，没有经过优化的

思维和经过优化的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数学是

人类悟性的自由创造物”。自由创造思维是人类文

明的源泉，数学最能从本性上激发人的自由创造

力。它使人敢于突破常规，不迷信书本、权威，有创

新的胆略和勇气。因此，数学教育必须担负起培养

创新思维的重任。

根据现代教育理论，教学过程中同时存在两个

主体，即：教的主体——教师，学的主体——学生，

并且教学主体的活动是在师生充分发挥主体的过

程中促进学生发展的。所以，实施数学创新教育，

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必须重视教师

的主导作用。

1 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的主体性，是从学生的学习活动而言，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主体

意识，是创新的前提。但谈到学习，就不得不提到

学习观，提到学习观，离不开学生观。

1.1 数学学习观

数学学习观，就是学生对数学学习的认识、看

法和态度，它是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

它受学生自身学习数学的种种体验、感受等的制

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周围环境、特别是数学教师和

数学书籍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学习活动的解释，

一直是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说，认为学习过程

是一个“试误”的过程，这种误导及现行数学课程、

教材、教学方法的局限性，使得部分学生对数学形

成“学习数学就是证明定理，记忆模仿，严酷训练”，

“女孩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等错误的数学信念。

要改变这些错误的数学信念，就必须改变学习观。

与行为主义相反的认知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存在着

“试误”，但更重要的是获得“顿悟”，这种学习理论

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比起行为主义来，能更

好地解释概念的形成、问题解决等复杂的学习过

程。反映在教学中，就是要确立学生在数学学习中

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自身的主体活动去树立正确的数学学习观，使

他们从“想学”到“善学”。

同时，由于数学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数学学

习不仅具有一般学习的特点，而且还有其自身的突

出的特点：首先，数学具有逻辑的严谨性，它用完善

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呈现在学生面前时，略去了它

发现的曲折过程，因而给学生的“再创造”学习带来

困难。加之数学教材往往得以演绎系统展开的，学

习它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所以学生学习时

要思考知识的发生过程，掌握推理论证方法等。其

次，因为数学是高度抽象概括的理论，它比其他学

科的知识更抽象、更概括，并且大量的使用形式化、

符号化的语言，给学生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更需

要积极思考、深入理解，需要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

1.2学生观

学生观是教师对学生的根本看法，正确的学生

观是教师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的数学教育存在以教师为中心，以

课堂为中心，学生往往不求甚解，缺乏创新精神的

弊端，新世纪的数学教学改革核心是提高学生的主

动创新能力，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创新教育与个人

全面的发展的教育在精神实质上是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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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世纪的教育呼唤着新型的师生关系，这种

关系要求教师的权威不再是建立在学生被动与无

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主动参与促

进其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学生学习数学只有通

过自身情感体验，树立自信心才可能获得成功。

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就是要建立一个相互信

任、尊重、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改变教师的“一言

堂”，这样才利于学生敢于质疑、探新、提问和发表

自己的见解，在教学中应充分了解学生，尊重学生，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注重强调学

生的主体意识，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要关注学生

对数学学习的态度，启发学生从数学角度去思考问

题；同时，要正视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差异，特别对

学习数学有困难的学生，应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发展其数学

才能。

2 教师的主导作用
因为“数学学习与其说是学习数学知识，倒不如

说是学习数学思维活动”，所以数学学习中教师对学

生思维的启发与引导更为重要。数学教师主导作用

表现在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具有专门的数

学科学文化知识，思想品质素养和教学教育技巧，是

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居于教学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因此，数学教学过程首先要以

发挥数学教师主体地位、主导作用为前提。同时，由

于学生受到原有的数学知识经验、认知结构、情感意

志等因素的制约，虽然在数学学习中有能动性的一

面，但也有受动性、依存性的一面，即缺乏自主认识

和自主实践的能力，只有求助于教师，这也决定了数

学教学过程必须在教师主导下进行。

2.1 数学教师观

传统的教师观认为，教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

业、解惑”。无论“传道”或“授业”都是将已知的知

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承传下去；“解惑”也是解除

学生对“道”、对“业”的知识学习中的困惑、疑难。

这种观念内含着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在培养

目标上，它的指向是“学”而不是“做”，因而缺乏了

现代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对未来知识的探索、

创新。

创新教育呼唤教育创新，要求教师的职责不是

仅仅限于传授知识，还应着眼于思维品质的训练和

完善，即“教思考，发展学生的独立创造能力”，但在

现实中，由于教师的知识也是被动接受而来的，便

很难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他没有创造性工作的实

际经验，就难以唤起引导、帮助学生的创造性活

动。同时，教师的教学水平对教学的影响是极为重

要的。“为了要教人家，就要懂得怎样教。”这是弗赖

登塔尔等近代名家的共同呼声；华蘅芳始终觉得

“教人学算比自己学算难”；波利亚把教学视为艺

术，认为“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而且学生学

习数学，需要适宜的外部条件的诱发指导才能顺利

进行，这个外部条件就是数学教师的教学。因此，

数学教师的教学，是关系到学生数学学习成败的关

键因素。事实表明，数学人才的成长，无论反映在

获得优秀的数学学业成绩，还是表现在高水平的创

造能力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教师的

创造能力与教育思想。所以，数学教师自身需要具

有较高水平的创造力，必须变“传道、授业、解惑”为

“传道、授业、解惑、导创”。

2.2 数学教学观

长期以来，数学课程总是强调它的“逻辑性”、

“演绎性”和“封闭性”。但自70年代日本数学家岛

田茂等提出“开放性问题”以来，引起了数学教育界

广泛的注意，成为世界性的数学教育热点。1998

年，由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在韩国召开的第一届东

亚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一个集中讨论的课题就是

数学教学的“开放化”。这种崭新的教学方法是着

力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方面活动

能力及数学思维能力，让学生能够按各自的目的，

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兴趣，选择不同的教学而得到

发展。

但从我国现在数学教师整体来看，绝大部分教

师都囿于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直觉，缺乏与外界交流，

观念较保守，方法显老化。虽然在数学教学改革中

创造了许多较好的教学方法，但这些成果并未得到

推广，多数教师仍旧采用传统方式上课。面临新世

纪的挑战，强化教学中的改革探求意识是每个数学

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同时，数学教师还须提高

理论水平，新型的数学教师不应是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传授者，不应只在各种具体的教法之间打转。

为教法而教法，只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僵化和困境，

而应当充分考虑到与数学教学方法密切相关的外部

条件，如教学观念、课程教材和教学手段等。

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应该提供适宜

创新生长的环境，当前的数学教育基本是一种继承

性、接受性和知识教育，对学生的行为养成主要是

一种规范性、约束性的教育，这种教育虽然具有有

利于学生掌握系统数学知识，发展认知能力和养成

顺从守规的行为习惯的优势，但同时也滋生了许多

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所以，数学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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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体现教师的主体主导

性，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要力求做到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数学教学中要充分考虑教师与学生的活

动量的合理搭配，努力将教和学的关系调整到最佳

状态，以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体现“教师为主

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通过增加学生课堂自行

活动量，强化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学生在生

动、活泼、愉快的气氛中，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

习信心，养成良好习惯，巩固学习兴趣。

第二，要建立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教师要

“善喻”，即“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与学

生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才会“爱学”、“乐

学”。发扬教学民主可以极大地发展学生个性，培

养积极探索的精神和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以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展。

第三，要改变注入式单一的教学方法和形式。

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不局限于教师单一讲授的方

法，要结合学生活动学习、发现学习、情境学习等多

种形式，灵活安排，给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使学生

变被动为主动，就教学形式，可不拘泥于集体教学，

因为统一的学习内容，一致的学习步调，同样的学

习要求是扼杀多样性和个性的，从而也是扼杀创造

性的，故可变同步班级授课制为异步的班级授课

制，将小组教学、个体教学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学生

主体的发展。

第四，在教学过程中，要树立现代的创造教学

观念，即确立“现成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得出结论的过程”的教学观念，认识到知识的学

习不再是唯一目的，而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

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教师要改变单一的语

言传授知识为主体的“逻辑——演绎”式的教学线

索，注重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理论推导论证过程

和方法的思考过程，使学生理解掌握知识，并从中

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探究的态度，掌握探究的方法，即将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寓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用创造来教会

创造，用创造力来激发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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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e creative thinking is the sou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mathematics can inspire people’s free
creative instinct from nature. Therefore，mathematics education shoulder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creative thinking.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centered and teacher-led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is paper sets forth that mathematics education must embody the principle of“teacher-led and student-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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