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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学生数学思维的形成 
◆袁继成  丁  欣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 

 
摘要：现代中学数学教学有很多模式，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是中学数学

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是很必要的，也是很

困难的。这需要学生投入较大的精力去理解数学，同时教师也要会训练
学生的数学思维。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需要学生对数学有一个基本认识，

这时需要学生构建一个数学框架。这个数学框架的够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学生脑海中没有一个数学框架，那么它脑中的数学也只是一盘
散沙，非常混乱，毫无逻辑可言。让学生构建自己的数学框架是非常必

要的，一个好的数学教师也应该会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数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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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现在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门学课，它讲究逻辑性与创造

性。培养学生们这方面的能力是很必要的。不过数学课貌似并不
是被很多人所喜爱，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难，而且没用。造成这种
现象是有原因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深有体验。我身边的很多同
学觉得学数学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学数学的目的本来应
该是锻炼学生的思维，但是检验这种思维的考核方式却是做题。
这也许就让很多人觉得学数学就是在做题。然而做题除了考试有
什么用呢？ 

做题是免不掉的，至少在新的考核方式出来之前我们也只能
维持现状。无论怎样，改变学生对数学的看法是很必要的。 

我记得 Tristan Needham 的《Visual Complex Analysis》的前言
里有一个寓言“假想有一个社会，在那里，鼓励（甚至是强迫）
到了一定年龄的公民去读乐谱（优势还要谱乐），这一切都是令
人尊敬的。然而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奇怪且令人痛苦恼的法律
（几乎没人记得这个法律是怎样来的？）——禁止听音乐和演奏
音乐！”这本书的作者 Needham 写这此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到
数学，让数学可视化。这本书中文名叫《复分析可视化方法》，
这本书带给了我很多震撼。然后我翻阅了很多有关复分析或者复
变函数的书都没有见到过有人这样来讲解复数。这并不是说其他
数学书不好，而是说现在有很多数学书刻意回避了一些有意思的
东西，然后搬出来一堆复杂的东西给别人看。这样的书对于那些
有志于研究数学的人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是一种折
磨。中学数学教材也有这种缺点，很多教材都忽略了能引起学生
兴趣的东西。这时老师的任务就是把同学从枯燥的数学中解救出
来。然而现在许多的老师没有给学生强调那些有意思的东西。此
时的学生就像是那些被要求谱乐，却又没听过音乐的人一样。 

数学思维在数学学习中经常被提及的东西。但是到底什么是
数学思维？我认为数学思维就是将事物的本质抽象出来，并根据
逻辑推理得到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广泛。数学强
调事物性质之间的联系，有人说数学就像是一种语言一样。比如
汉语和英语各自都是一种语言，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它们
却可以表示完全相同的含义。语言都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性，数学
也可以表现为其它形式，但是无论他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它
背后的逻辑是不会变的。数学的研究也就是将事物抽象成一些具
有特殊性质的数学术语来进行逻辑推理。而数学思维就是将你所
见的事物抽象成具有某些性质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发现事物背
后的一些规律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框
架。 

数学是一门讲究逻辑性的学课，也是一门锻炼思维的学课。
想要掌握数学知识，构建一个好的数学体系是很必要的。我最近
看了一本《我的数学分析积木》。这本的数是别人匿名写的，也
没有发表。我在一个数学研讨群里找到的这本书。它对数学分析
的讲解是自上而下，非常透彻，而且是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我认为中学阶段的学生也应该学会将自己所学习的数学知识构
建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框架。构建这种框架的方法之一就是绘
制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学生可以从数学的某一个

知识点开始发散。比如从函数想到了求导、几种重要的函数、积
分等等问题。然后继续发散，建立每个结点之间的关系，然后就
可以得到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数学大纲。最后将每个知识点你所能
联想到的内容、方法、技巧都列出来。最后学生就可以得到一个
属于自己的数学框架。有了这种数学框架的话学生眼中的数学将
会变得越来越有条理有逻辑性。从而也会使学生更加容易建立新
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这里展示的是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导图，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方

式不断地增加思维导图的内容。但是建立思维导图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正确性。所以学生在绘制完思维导图后可以让老师检查一下
里面是否有错误。 

数学思维的培养是很重要的，这主要就是在抽象概括能力和
逻辑推理能力。我认为可以在中学中多加入一些拓扑学的内容。
比如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能否做到每个桥只走一次就可以
走遍这七个桥？这个问题被欧拉完美的解答。这是是图论和拓扑
中很著名的问题，也是很基本的问题。让学生去考虑这种问题由
助于锻炼学生抽像概括的能力。让学生自己探寻解决的方法。让
他们想办法将这个问题凝炼出来。 

这样，原来的问题就等价为现在的一笔画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就渐渐学会了找的事物的内在性质，从事物的性质去考虑
问题，而不是浮于表面。询问学生能否用好的方法说明他们之间
的区别或者联系。这个过程就是让同学们找事物的本质。 

数学的教育的内容可以适当改变。学生不仅仅需要有解决问
题的能力，更需要能够看清事物后的本质，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
我认为数学的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解
决问题。高中数学课也应该以此为最主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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