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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论】

透过知识现象， 深入思想本质

———发挥数学课程资源教学价值途径的视点

张　 昆

（淮北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要实现数学课程资源的教育价值， 必须透过知识现象深入思想本质。 “从算术

过渡到代数学” 的教学内容蕴含着提升学习者思维层次、 实现解决数学应用题的通性通法与

数学抽象思维等重要的教育价值， 能够启发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选择有效的教学手段实

现这些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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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笔者曾在安徽省小学和初中数学教师

“国培计划” 课堂活动的调查中， 有意设置

了一道简答题： 谈谈你对 “从算术过渡到代

数学” 的价值认识， 并举例说明。 在收到的

３５ 份有效回答中， １９ 位数学教师对此不甚了

了； ９ 位教师做出了相似的回答， 认为代数

学解决数学应用题要比算术的方法简单得多，
并且举出了合适的例子； ５ 位教师指出， 与

算术法相比， 用代数学 （例如方程） 解应用

题， 降低了思维的强度， 也就是使数学应用

题的解答变得简单， 更具一般性， 还可以培

养学生的抽象能力， 而抽象能力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能力； 剩下的 ２ 位教师回答得比较全

面， 不仅叙述了前面教师所提及的一些要素，
还提到了其蕴含的促进学生产生逻辑思维与

理性思维的教育价值， 但他们没有举出具体

的实例， 认识带有较多的直觉成分。
笔者作为培训教师， 应该如何应对这些

教师不同的认识状态呢？ 换句话说， 在培训

施教的实际课堂上， 笔者应该如何根据受训

教师对 “从算术过渡到代数学” 内涵的理解

参差不齐的现状， 设置合适的培训内容与教

学程序， 选择具体的实施策略呢？

二、 体现 “从算术过渡到代数学”
的价值示例

笔者仔细查阅了相关数学史资料， 如伊

夫斯的 《数学史概论》 等， 这些资料都是从

数学理论发展的视角阐述 “从算术过渡到代

数学” 的价值与意义［１］。 如由于我国古代数

学借助于筹算， 《九章算术》 的 “方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