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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哲理性知识是蕴涵在数学学科的知识体

系之中，具有哲学思想和哲学意义的数学知识。数

学的知识体系，也就其形式化逻辑体系一般不能直

接显现数学哲理性知识，而数学哲理性知识往往是

以极其隐蔽的形式内涵在其知识内容之中。因而

数学哲理性知识往往也可以体现数学思想中最深

层面的内容，因而是学生最难以体会和理解的知

识，同时也是数学教学中最难以讲授的知识。

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教师主要以传授数学知

识或其逻辑体系为目标，重教学结果而忽视了知识

产生的过程及数学知识中所蕴涵的数学思想。数

学哲理性知识这一部分自然也就不被教师所看

重。同时，由于受多年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不少

高中的数学教学依然以传授学生数学知识技能为

宗旨。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特别是近几年来，各高校扩招，师范类学生的生源

质量下降，学生的数学基础减弱。加之公共课、教

育类课时的增加，其学习高等数学的课时就不太充

足，由于所教知识内容并没有删减，致使许多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为了赶进度而无暇顾及教学内容的

哲理讨论。也就无法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思想最深

邃的内容。无法引导学生像数学家那样去思维，会

让学生总是感受到“不停地学习却不知学为何

用”。久而久之，他们所学的数学就成了解题方法

和技巧的堆积，其解题也变得枯燥无味，从而逐渐

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数学家波尔达斯德莫林斯说过：“没有哲学固然

难以得知数学的深度，然而没有数学，也同样无法探

知哲学的深度，两者互相依存。”数学哲理性知识是

数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结合点，是形式逻辑思维与

辩证逻辑思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挖掘数学哲理性

知识的数学活动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好的思维训练价

值，特别是关于数学思想方法的哲学思考更具有文

化的内涵，在培养人们数学素养和数学能力方面具

有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数学哲

理性知识以极其隐蔽的形式“藏”于数学知识体系之

中，只有运用哲学中辩证的思维方法方可习之。本

文仅就如何利用数学哲理性知识进行思维教学这一

方面发表拙见，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指正。

1 探究数学哲理性知识的工具

随着上世纪60年代起，数学观由静态转向动

态，数学也由原来认为的数学知识的汇总转变为人

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由此数学教学也由原来的

一味传授数学知识，重结果而轻过程，重数学技能

的传授而轻数学思想的认知，转变为引导学生像数

学家一样地去思维，学做数学而不是仅学数学，体

会数学文化，培育理性精神。

初等数学即常量数学和高等数学即变量数学

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常量数学以研究静止、孤立的

现象为主要内容，而变量数学以研究变量间的关系

和不规则的图形为主要内容。因而它看问题的立

场、观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就和初等数学有

本质的不同。在常量数学中由于其研究内容是静

止的，片面的，因而其研究的方式属形式逻辑的范

畴，而变量数学中由于其研究方向的不同，因而其

研究方法不应该是单一、静止的。而应该用联系

的、运动的、变化的观点。其研究方式也就应变化

为辩证的逻辑思维。无庸置疑，形式逻辑是低级的

思维规律，而辩证逻辑思维是高级的思维规律。后

者是以前者为依托，是动态下的思维规律。

2 在高数中感受数学哲理性知识的方法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遇到哲理性知识，如果能引

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和学习数学，不仅能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

学习到数学家探究问题与发现问题的思维方法，并能

体会到数学的思维方法不仅适用于数学理论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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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现的研究，更能体会到数学是来源于生活实践、

科学实验，并能指导、解决生活和科学中的问题。

2.1“运动与静止”的辩证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的性质

和存在的方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并不否认

静止。它指出静止是从一定的关系上考察运动时，

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是相对的、有条件

的。所以，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和运

动是对立统一的。

例如极限的思想方法，贯穿于微积分的始终，

它就是通过简单事物变化趋势考察复杂事物变化

趋势的模型，微积分由起初的不严格到最后高度的

严格化的“ε－N”定义，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

这个定义中不仅体现了人类文化在前进的轨迹，而

且运动和静止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所谓liman=A：如果对任意的ε＞0，总存在自

然数N，当n＞N时，不等式|an-A|＜ε恒成立，就称

数列{an}的极限为A，记作liman=A。

在此定义中ε具有确定性和任意性，当ε取某一

定值时，N很容易求得，此时，一个动态的极限过程被

定格成了一个静止的画面；当ε取任意数值时，随着

ε取一系列的数值，就得到了一系列静止的画面。而

这一系列的画面就构成了一个运动的极限过程。

数列极限的刻画是由己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

杂的思想而来，在进行概念教学时若本着“做数学”

而非“学数学”的思想，将极限定义严格化的过程呈

现在学生面前，首先师生共同观察、归纳，引导学生

认知数列的运动趋势，不断精炼、归纳、概括语言，

逐渐将自然语言转换成数学语言，当ε取某一定值

时，一个动态的过程定格成了一个静止的画面，学

生对数列的运动趋势已由感性认知上升到了理性

认知。若再将这一系列静止的画面进行迭加，就呈

现了数列的运动状态，此时学生对数列极限定义中

所体现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已有所感悟，若能更深一

步的用“运动和静止”的辩证思维进行点拨，同时配

以课件展现，将会直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概念的讲授过程已转化为学生通过“做数学”

体会数学家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进行形象思维向

抽象思维转化的同时又添以直观感受，然后再将其

哲理性让学生通过画面体验、感受、挖掘出来，会让

学生对定义的理解更加深刻。整个过程如行云流

水学生参与到知识的产生过程，主动构建知识并能

亲身体验数学语言的使用，同时利用辩证逻辑思维

体会到了定义中运动和静止的完美统一，感受到了

数学美以及人类文化前进的轨迹进而感受到数学

的力量，激发了学习数学和使用数学的信心。

2.2“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

在哲学中，矛盾转化是指矛盾双方走向自己的

对立面，是事物具体矛盾的解决，然而矛盾的转化

是有条件的。“曲”与“直”是一对矛盾，曲线和直线

形态有着本质的差别。一般而言，“直”要比“曲”易

于计算、易于研究。哲学理论中，一定条件下矛盾

是可以互相转化。在积分的定义中“分割、求和、取

极限”，通过“分割”将曲线转化为一小段一小段的

直线，从而把曲边梯形的面积转化为若干个直边梯

形的面积，于是这若干个直边梯形的面积的和就可

以近似表示为曲边梯形的面积，再通过“取极限”这

若干个直边梯形的面积的和就是曲边梯形的面

积。“曲”与“直”这一对矛盾正是通过“分割、求和、

取极限”的极限思想得以转化，从而解决了初等数

学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与积分的定义相似，在刘徽的割圆术：“以六觚

之一面乘半径，因而三之，得十二觚之幂。若又割

之，次以十二觚之一面乘半径，因而六之，则得二十

四觚之幂。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

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中的“割之弥

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

体，而无所失矣。”用圆内接无穷多边形来替代圆，

也正体现了“以直代曲“的微积分思想。

同样，在讲解切线的概念时，能辅以刘徽的割

圆术或光在曲面上的反射，即通过椭圆一个焦点的

光线，经椭圆反射后，其反射光会经过另一个焦点，

即光照射在椭圆上一点（记为A）处的反射效果与光

照射在椭A点处的切线的反射效果完全相同，在教

学中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将椭圆放大若干倍，随着椭

圆放大倍数的增加，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椭圆在点A

附近的曲线段与椭圆在点A处的切线段拟合的越来

越好，直到完全重合。也正因为如此，光照射在曲

线段上与切线段上的效果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

反映了微积分中“以直代曲”的思想。

2.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高数课程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分概念之间排列有序且联

系紧密。如：微分和积分是一对互逆的概念，是一对

矛盾，但最初从各自定义上看却看不出有何联系，但

微积分基本定理却沟通了定积分与原函数这两个概

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证明了“连续函数一定存

在原函数”这一基本结论，并以积分的形式给出了f

（x）的一个原函数，是微分和积分之间的桥梁。再如

判别级数收敛的积分判别法把级数与积分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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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格林公式把一类曲线积分与二重积分联系起来，

高斯公式把一类曲面积分与三重积分联系起来等

等，各个内容在概念上或在解决问题的可用的方法

上都体现了其密切相关性。教学中如果把这种联系

揭示出来，可让学生获得一种规律性的认识。

2.4“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事物”的辩证思维

在辩证法中：看待任何事物都应以运动的、变

化的观点，而不应以绝对的观点。例如在概率和频

率的关系问题中，概率是可以通过频率来得到的即

概率的统计定义。在进行概率的统计定义的教学

过程中，若仍能以“做数学”的理念，把活动引入课

堂，让学生通过实验观察、探究、总结归纳出概率的

统计定义，此时学生对概率的认识已由感性认识上

升到了理性认识，明白可以通过实验得到随机事件

发生的概率。然概率和频率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

此时若能引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利用实

例，例如测量长度，分析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关

系，为何在实际生活可以用测量值替代真实值，从

而引发学生对概率和频率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从

而明白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比纯理论计算多得

多的随机事件的概率，然而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

是得到的数值不准确。可这最大的缺点同时也是

他价值所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随机事件发生

的概率是不容易甚至是无法得到的。概率的统计

方法虽不一定能得到理论数值，单独能给研究提供

可供操作的具体数值。

概率与频率之间的转化，反映了事物运动变化中

动、静的相互转化，其思想方法本质上就是一种辩证

逻辑思维，辩证逻辑思维就是把概念、推理、判断等均

看作是运动变化着的，认为事物还在发展变化之中，

概念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它着眼于概念的内在运动

及其转化，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和运动变化。

3 在教学中探究数学哲理性知识的价值

世间万物都处在联系和不断变化之中，不可以

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在数学中尤

其如此，矛盾的双方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变量数学

中对变化的动态的考察是通过静态的描述来加以表

达，而且到处充斥着矛盾运动，蕴涵着丰富的辩证

法，只有灵活地运用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才能领会

到数学的真谛，领悟到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辩证哲理。

数学是研究思维的学科，思维是数学的灵魂，

数学教育应更侧重于引领学生，教会学生如何思

维，如何哲学的思考，如何通过计算更有效的思维，

更有说服力地指导生活。

数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体系，一门学科，一种技能，

它还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文化。在数学的哲理性知

识里不仅有哲学的思想，还有数学所特有的思维方

式。探究数学的哲理性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哲学

的思考可以让学生体会数学里的辩证思维，克服学生

只注重数学知识而不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倾向。引

领学生领略数学家解决数学问题的智慧，培养其辩证

逻辑的能力，将数学的精神和内涵应用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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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 philosophy is contained in the system of mathematical subject a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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