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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

胡清林，罗洪瓦达，许建琼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 从&*%,年以来数学教育改革在校、系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紧紧把握国

际数学教育改革的热点，开展国际交流，结合本校实际，进行改革。教育部立项的世界银行贷款

-./&!课题；四川省重点课程（解析几何）建设项目研究成果。数理系在研项目：省重点研究课题

’("!$"")已形成成果。外籍院士陈省身、杨振宁博士及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马志明院士、张景

中院士、刘应明院士给课题主持人来信关注研究成果。

%&’() 彝汉双语；大学数学；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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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较差的彝汉双语学生来说，彝族学生怎

么突破学习大学数学的难关呢？课题组负责人根据

国际数学联盟（123）的下属组织国际数学教育委员

会（1421）提倡的“25678956:;<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3AB’4C）提出的“’;:8D;8 =>? (@@”〔!〕，组 织

几代教研室同仁、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及作牵头人联

合川渝十余所高校同行，进行教材改革和教材建设，

编写讲义。

对国际数学教育作出贡献。民族数学教育是国

际数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通过四届（*!E*#，*/E*)，

*%E!"""，**E!""!）彝汉双语大学数学班的教学实

验，对“为大众的数学”拟出具体实施步骤，对!&世纪

的数学技术进行设计〔/〕。研究国际数学教育的发展〔+〕，

阐述未来的数学教育是交叉学科的新观点〔#〕。著有

“曾氏定理”，获德国.>66:DF8D大学博士学位的曾炯教

授“死于四川西昌”〔)〕，我们研究了世界著名代数学家

曾炯博士在西昌学院校园所在地的科教活动〔%〕。研

究我国数学工作者在142B的交流情况〔,〕。研究彝族

几何知识的形成，彝族数学思想及其展望〔*〕， 彝族

天文学与数学的关系〔&"〕。丰富了世界数学史，对学生

进行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课题组采用彝文、

数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汉语、物理等多学科交

叉，多专业人才联合攻关的研究方法，八年中参加实

验研究工作的人员多达&)"人。“当今各个不同的科

技领域里面，新的知识非常多，很多非常重要的新领

域，是从多学科的交叉中开发出来的”。在推广该课

题成果的基础上，至今为凉山、攀枝花、乐山、雅安和

甘孜五地市培养彝汉双语理科教师/&#名（其中彝汉

双语数学教师&+#名），正在培养的彝汉双语理科生

有!""/、!""+两个年级，!""+级是彝文数学班!%名；

!""#年拟招彝汉双语数学班/+名，彝汉双语英语班

#"名。缓解了彝区严重缺理科和英语教师的突出矛

盾。!""/年*月E!""+年%月；!""#年春夏课题主持人

分别在彝文数学!""!级上选修课《微分方程》和《解

析几何》。

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施

武 杰 （G0-0’7:，BH:6>? >= ->I?D5@ >= .?>IJ K78>?L0
.?IL68? M8?@:D A8N O>?P ）教授为该课题结项鉴定

委员会主任，以省教厅领导符宗胤、李功成、西南民

族大学彝文系主任朱建新教授等专家为成员的鉴定

委员会，给-./&!课题作出结项鉴定。鉴定委员会的

鉴定意见如下：“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改革课题《培养合格彝汉双语数学初中师资途径和

方法的研究》于*)年#月立项下达，历时两年，已完成

了课题计划所预定的研究任务。鉴定委员会的各位

专家认真阅读了项目结题的全套材料，查看了大量

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鉴定委员们一致认为：该项

目研究针对民族地区民族教育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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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在师专进行彝汉双语数学初中师资的培养

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探索方面属于国内先

进，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水平较高，应于推广。

鉴定委员会对该项研究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一致认

为本项研究圆满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和目标，研究成

果显著，具有在民族地区的推广价值。”

教育部对世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

题进行全国性抽样作“社会影响评估”，教育部专家

组来川抽样评估两个课题，!""#年!$月，获教育部

“社会影响评估”专家组评估成绩优秀。教育部评估

专家组组长顾雪英博士写道该项目研究方法多样，

过程规范，成果丰硕。

西南民族大学彝文系主任朱建新教授说“此项

目选题新颖，针对性强，其研究内容对彝区乃至我省

民族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突破民族学生学习理科的

难关，其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同时该

项目的研究成果还可以有效的为政府和行政管理部

门提供培养理科师资的理论依据和实用方法。该项

目参研人员具有多专业性，人员组合科学合理，并具

有较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

研究成果，完全具备了完成项目的条件和能力，特别

是作为项目主持人的胡清林教授，对教学理论，尤其

是数学教育理论的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显著的研

究成果，对世界数学教育的前沿领域有较全面的了

解，这对于完成项目任务起到了关键的保证作用。项

目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多专业人才联合攻关的方

法是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当今科学研究的方法

和发展的方向。课题组对培养数学初中师资的途径

和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在课程

设置和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民族地区培

养 合 格 的 理 科 教 师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较 为 可 行 的 路

子。”〔!!〕

凉山州教委普教科负责同志指出：该课题成果

使彝族数学进入普教系统、进入大专院校，结束了彝

族数学不能进入普教系统、大专院校的历史。中国少

数民族哲学学会理事、西南民族学会理事、凉山州科

技顾问、凉山州彝学会会长阿沙土日写道：“《培养合

格彝汉双语数学初中师资途径和方法的研究》的研

究成果，是对整个民族教育和双语教学的一大突破

和贡献，它使彝族数学进入民族普教系统，进入高等

院校，开创了十分有益的途径，起码缩短了这一进程

百年以上。”〔!!〕

墨 西 哥 %&’(’)’*’+’ 大 学 ,)’&(-. /’0’1)
2’34&15 6’+7-815 教授在哥伦比亚（%.).9:-’;的佩雷

拉（<1+1-+’）市出版的一部书《= 6=>?@6=>A,B
<@C=%D%E =FC /?D,?/@6=>A,》，这部书中写

进了“<+.0133.+ ,G-84HI-8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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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立项的L%M!J课题主持人，因用模糊数

学评价模型应用于学生成绩评价，论文@N’)&’7-.8 .0
<+’O7-O1 >1’OG1+P3 /13&)73于!""!年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的,’).841召开的国际数学教育会议的A,6A会刊

上发表，引起国际数学评价领域的数学家们的兴趣。

所以，!""J年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A,6A）邀请课题

主 持 人 出 席 加 拿 大 第 七 届 国 际 数 学 教 育 大 会

（A,6@HQ），在分组报告会上作了题为“=331339187
.0 6’7G19’7-O’) <.7187-’)-7-13”的论文演讲。回国后，

把 彝 汉 双 语 大 学 数 学 教 学 实 验 直 接 纳 入 国 际

“6’7G19’7-O3 0.+ =))”教学实验的一部分。

课题组也研究本院的教育发展，!""K年课题组

负责人，在台北《中外杂志》上发表“李书田与西康技

专》；在论文〔!J〕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搏

士给课题主持人来信建议，L%M!J课题研究成果引

起杨振宁教授的关注。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

院学部等主办的《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上发表文

〔M〕和〔K〕，在文〔M〕中对J!世纪的数学技术课程进行

了设计，提出了实现“6’7G19’7-O3 0.+ =))”的具体步

骤。!""R年L%M!J课题负责人应国际数学教育委员

会（A,6A）的邀请，赴西班牙B1N-))1参加第八届国际

数 学 教 育 大 会（A,6@H#），论 文〔!M〕入 选 大 会 论 文

集，“双语S数学”的文理交叉的教学研究方法，引起

欧美学者的关注。

国际数学联盟（A6T）的科学委员会通过论文评

审，正式邀请L%M!J课题负责人,G-84HI-8 ?&出席第

JK笫届国际数学家大会（A,6J$$J）、并作!U分钟的

论 文 报 告 ， 报 告 题 目 是 “?-4G1+ 6’7G19’7-O’)
@(&O’7-.8 -8 E-H?’8 I’84&’413”，论文入选大会论

文集，获大会论文证书。〔!K〕国际数学家大会名誉主

席、伟大的科学家陈省身院士接见了我院L%M!J课

题负责人，并亲自署名赠送《陈省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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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L*!#课题结项之际，四川省教育厅批准了

本学院数学教育专业《解析几何》课程为四川省重点

课程建设项目。从!(&%年以来，在校领导和系领导

的重视下，前后安排(位中青年教师参与《解析几何》

课程建设的教学实验，在数学的应用方面，与国际数

学家委员会的丹麦MBEN2:O=大学PA" /B4=3E Q2EE长
达%年的讨论。〔!,〕在教改实践中，南开大学原任副校

长、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吴大任教授，从!(&(年以来

一直支持、帮助我们的教学改革，!((*年,月吴大任

教授为我们教材题词〔!+〕：“解析几何是学习一切自然

科学和众多社会科学的有力工具，它是初等数学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对于所有中学数学教师，熟练

地掌握这项知识和方法都是必要的。在师范院校的

教学计划中，总是把解析几何列为一门重要基础

课。”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马志明院士给我们教材建设

大力支持。《解析几何学》独具特色，#$)幅图形有直

观感；二次曲线、二次曲面直观图的作法增强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编著思想符合“/;@1=G;@2>E HBA R::”。

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博导陈维桓教授为鉴定委员

会主任的鉴定委员的结项鉴定意见：“胡清林同志主

持的‘解析几何’课程建设自!(&%年来，在学科建设、

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数学汉、彝双语教学方面都取

得了突出成就。先后完成了‘解析几何教学大纲’、

‘空间解析几何引论习题解答’等成果，认真地写出

了解析几何、解析几何与线性代数等教学实验的报

告，在中国民族教育等多种杂志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最后形成了自编教材《解析几何学》，由电子科大出

版社正式出版。从该教材的内容来看，结构严谨，解

说细致，说理清楚，图文并茂，对于把该课程作为西

昌学院数学系的主干课程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该

项目组在研制解析几何试题库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

力，并且与川、渝兄弟院校有广泛的交流。我们认为

该项目的成绩显著，而且《解析几何学》达到了国内

同类普通高等学校数学系教材的先进水平，尤其在

数学大众化和汉、彝双语教学方面在国际上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

) ;<=>8/0()*8?+@AB9
9:

以上两个课题的主持人被邀请去加拿大6;D;:
大学、S8=T=>教育研究院、<BAB3@B大学等多所大学和

西班牙I=D2::=大学、/;OA2O的几所大学作教学科研工

作访问之后，研究发达国家课程设置，回国后在南校

区开设两届《教学科技论文写作》选修课程，编写专

著《教学科技论文撰著》。在两年的教学实验中，四川

省教育厅于#$$#年批准重点研究课题教学科技论文

写作（批准号：IR$#5$$+），该课题做了大量研究工

作，特别是应用张景中院士创立的教育数学理论〔!&〕，用

“U5”语言代替“!5”〔!%〕语言，发表高等数学教育改革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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