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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数学话” 
于芳平 

（江苏省宿豫区仰化初中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在《数学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数学语言既是数学思

维的载体，又是数学思维的具体体现；它既是表达的工具，又是交流的工具。学生数学语言的发展与数学思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

互为前提的，同时它也是提高数学课堂学习效率的保证。对数学教师而言，没有一个较强的数学语言运用能力，就不可能有较强的

数学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更谈不上有娴熟的数学教学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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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讲好数学语言，应当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掌握数学语言的特点 

1.准确、简明 

准确简明是数学教学传递中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在准确的基础

上力求精炼[1]。教师教学中首先要坚持用普通话教学，避免因使用

家乡话教学使学生产生理解困难。数学教学多数是数学定义、定理

等的教学，它们往往集准确性、简明性于一身，是证明推理的依据，

少说或多说一个关键性词语都有可能改变原意，因此教学中不能随

意修饰或删减。 

2.逻辑、顺序 

一般的说话讲究有根有据、有因有果、有前提有条件，顺序明

确。数学更以严密的逻辑结构作为学科的骨架，违背了逻辑就违背

了数学的真缔[2]。因此数学语言的逻辑性要求说理必须条理清楚、

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言之有据、全面周密，这样的语言既有利于

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 

如一道证明题的说理过程： 

如图 1，已知 AD//BC，∠A=∠C，试证明 AB∥DC。 

证明：∵AD∥BC（已知） 

∴∠A=∠ABF（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A=∠C 

∴∠C=∠ABF 

∴AB∥DC（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说理过程中每一步皆是由∵到∴组成，而联系∵到∴的依据都

非常明确，逻辑顺序分明；再者两个括号里的依据讲究顺序之分，

如前一个括号里的“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若写成“内错角相

等，两直线平行”就混淆了平行线的性质和判定这两个定理。造成

条件结论逻辑混乱。 

 
图 1 

3.启发、激励 

数学语言要能引导学生积极思维，诱导学生质疑问难[3]。富有

启发性的语言是开拓思路、激活思维、增长才干的重要因素，教师

的语言不能常停留在“懂不懂”、“是不是”上，这样根本达不到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目的。 

如：推导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时，教师发问：我们知道三角形

的内角和是 180 度，那能不能将四边形、五边形等变成三角形来解

决呢？你会变吗？学生受到激励会从三角形的内角和出发，努力使

自已会变，顺理成章的就有下面的图形（如图 2）出现： 

 
图 2 

结合图形顺利解决问题。因此几句启发性的问句，激发学生的

思维，通过启发，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从

而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二、明确数学语言的分类 

数学语言是数学特有的形式化的符号体系，按不同的特点大致

可分为： 

1.文字语言 

数学的文字语言与民族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量化了的

日常用语，其特点准确精炼，便于表达和理解。 

2.图形语言 

图形语言通常用图像，图表来表示，并伴以一定的文字说明，

其特点是直观形象，但有一定的局限性。 

3.符号语言 
符号语言是用数学符号表达的语言，其特点是简洁抽象。 

例如不等式组 î
í
ì

>+
£

03x

1x2

的解集，用三种语言表述如下： 

文字语言：大于-3 而小于 1/2 的数。 

图形语言：  

符号语言：－3<x≤1/2 

这三种语言形式不同，但它们对于同一结论的描述的本质属性

是一致的，因而它们之间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进行相互转换。如：需

要找出其中的整数解时，图形语言就更直观易懂，准确率高[4]。 

数学语言是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判断的工具[5]，教师要传授数

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必须理解和掌握数学语言的特

点和规律，会正确地识别三类语言，并能运用数学语言准确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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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对象。如：文字语言中的“两数平方和”与“两数和的平方”、

“不大于”、“不小于”等等，其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符号语言表达

当然不同，两种语言间的互换就要充分把握文字语言中的逻辑顺

序，通意达形。又如绝对值符号与行列式符号尽管相同，但其意义

不同，要特别注意数学语言出现的场合，又如“+”、“.”即是数或

式的运算符号又是命题的逻辑运算符号，若不注意这一点便会在命

题运算中产生“A+A=2A”的错误。 

数学思维的主要武器是数学语言，在解题过程中选择哪一种语

言进行思维，要因题而异，且要注意多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渗透，如

果对多种语言不能熟练掌握或者不能灵活运用，就会在解题过程中

产生思维受阻现象[6]。特别对初学方程运用的学生来说，往往不会

分析题中各数量关系，在教学中若适当地辅以图形，直观形象地表

示出各种数量关系，则学生易于接受理解。 

问题：某小组计划做一批“中国结”，如果每人做 5 个，那么

比计划多了 9 个；如果每人做 4 个，那么比计划少了 15 个。 

问：小组成员共有多少名？他们计划做多少个中国结？ 

分析：设该小组共有 x 人． 

（1）如果每人做 5 个“中国结”，那么共做了 5x 个，比计划多

了 9 个（见图 3）。 

 
图 3 

借助线形示意图可直观表示出计划数为（5x-9）个， 

（2）如果每人做 4 个“中国结”，那么共做了 4x 个，比计划少

了 15 个。 

仿照（1）画出（2）的线形示意图，之后就可以放手学生解决

了，也可直观表示出计划数为（4x-15）个，则可根据计划数不变

列出方程解决问题。 

这种解法把反映数量关系的文字语言转换成图形语言，化抽象

为形象，这样就使得推理判断显得直观、简洁。可见，在解题过程

中灵活地运用数学语言，根据问题的需要恰当地进行数学语言间的

转换，可以扬长避短，化难为易，提高解题的速度和准确率[7]。因

此，教师应该提高数学语言的运用能力，并指导学生进行应用数学

语言的训练，以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注重数学语言的锻炼 

1.数学也需“阅读”+“交流” 

就数学本身的特点来说，它有很多的概念、定理、公式、法则

等，对于每一个定理、公式，不仅要记住，而且要掌握它的各种变

形，把握它们的作用。只有牢固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使这些知识在

脑中成为网状结构并呈游离状态的东西，才能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将

这些知识以数学语言的形式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教师常

阅教材，准确掌握各知识点，形成系统的数学知识结构[8]。另外掌

握的基础知识越牢，可用的知识就越多，数学语言的表达就越流畅，

获得解题的思路就越快，从而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 

同时加强数学语言交流，所谓交流，就是运用数学思想、数学

语言（包括数学概念、符号、公式、解题、应用等），去传递信息、

表情达意，从而达到互相沟通、加深理解的过程[9]。交流过程既包

括对数学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又包括对头脑中的思维成果进一步

澄清、组织、提炼、概括等一系列再加工的过程。 

数学交流可以帮助在自然语言与抽象的数学语言之间建立起

联系，发展和深化对数学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另外，通过数学交流

可以不断地调整、理顺，使思维结果更加合理、准确，从而不断完

善数学语言表达。 

2.数学还需“练习”+“反思” 

通过练习培养教师解题的敏捷性，而思维的敏捷性更要求在准

确、严谨的前提下,以敏捷的计算能力促使问题的迅速发现、分析和

解决。通过练习培养教师记忆的条理性，并且达到融会贯通,才能在

处理问题时迅速而正确地发现思维所需要的知识,以达到思维的简

洁和快速。一个问题如果有了正确的解题思路,则此问题就可谓解决

大半,而思维的外显就是教师数学语言的表达[10]。为此教师也应和学

生一样在知识的学习中多练习，通过不同形式的练习，如：基础性

练习，综合性练习，拓展性练习，变式练习等拓展思维，以促进语

言表达。同时要多反思，反思所涉及的知识点，反思解题的切入点，

反思解题规律，反思解题中的失误。在不断的反思中积累解题经验、

技能，以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巧来自于熟，熟能生巧，多练多

反思语言表达自然娴熟。 

结束语 

总之，语言是课堂的灵魂、支柱，用好数学语言是一节数学课

的呼唤，教师在掌握数学语言特点的同时，更应灵活使用数学的几

种语言，并会融会贯通，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水平，以

期提高课堂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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