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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 教育0、/ 数学教学0及/ 数学课堂0等概念出发, 论及数学课堂是/ 人0成长的地方.从理

论角度来说,数学课堂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数学教学目的而展开的. 笔者结合新的数学教学大纲, 从

其/ 知识0、/ 能力0和/ 思想0等方面论述了新大纲的教学目的具有人本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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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价值都是对人而言才构成为价值的,一个没有人存在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世

界. 0 [ 1]教育活动就是一个/人为0和/为人0的活动. /人为0是指教育活动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而是一个以人的/主观意志0为活动出发点的过程; /为人0是指教育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培养

/人0.因此,教育从起点, 经过程再到终点都离不开/人0. 故此, 教育的价值是教育活动必须面对

的实际问题.但是, 教育价值总是通过课堂教学的形式,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以确立和实现,课堂

教学价值的取向折射着教育价值. 数学课堂,作为以两个/人0和一个物相互交往的/一个正式的
社会活动场0 [ 2],与在教学的开展过程中所伴随的林林总总,都因这狭义的/教学0而赋予了/教育0

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叶澜先生发出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0的呐喊[ 3] (如果仅仅只

有那种狭隘意义上的/教学0, 无论如何, /生命活力0也绝不可能/焕发出0来) . 因此课堂价值取向

成了教育价值实现的起点问题.

1  数学课堂与数学教学

从数学教育研究的角度看,数学课堂与数学教学这两个概念间的区别是明确而又严肃的.明

确,是因为数学教学是在数学课堂里进行, 数学课堂的核心是数学教学;数学课堂是数学教学的

立体化,是一个生活空间.严肃,是因为数学教学是一个只具有教学论意义的概念,其活动方式是

/给予 ) ) ) 接受0的形式, 而数学课堂则是具有生命意义的概念. 教育学意义永远只能从属于生命

意义. 人是教育的起点又是教育的终点, /我们需要课堂教学中完整的人的教育0 [ 3] . 强调数学课

堂就是突出数学课堂中的/人0 ) ) )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 而在实践中, 数学教学通常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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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材 ) ) ) 学生0这样一个系统,它只赋予了教学论研究的意义, 尤为突出的是,在数学教育实

践中,这个系统往往因为其/主人0是谁背离了教学论的初衷, 而成了只有/教的人0而没有/学的

人0的单向活动系统,成了目中无/人0的教学.数学课堂,是两个/人0的要素和一个物的要素采取
/数学教学0的形式在生命的意义上建立起来, 通过/数学0这个中介进行活动的, /直接以塑造和

构建主体自身为对象的实践领域0 [ 4] .

数学课堂/是学生成长的生活空间0 [ 3] ,它是以数学教学活动为中介得以实现的,而数学教学

活动以数学教学目的为行动指针, 数学教学围绕数学教学目的展开. 因此, 数学教学目的对数学

教学实践来说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换句话说,数学教学目的的价值判断、思想水平、概括程度等

一定会极大地影响着数学课堂的生活质量.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个转换过程, 即教学目的对教学

实践者,教师 ) ) ) 这位教学活动的领导者 ) ) ) 的内化的过程. /教学目的内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
它是外在教学目的和内在教学目的实现统一的中介0, 因为/教学目的内化实质上是对某种价值

观的认同0 [ 5] .

2  数学教学目的价值分析

从实践上来讲,数学课堂价值是由教师、学生、数学教材等(这里既包括它们的外显的又包括

它们的内隐的因素)共同作用而实现的. 从理论上来讲,数学课堂价值取向完全取决于数学教学

目的.实际中因对教学目的的学习不够深入,理解不够透彻甚至歪曲, 更有甚者, 有些教师在不知

教学目的是什么的情况下进行着所谓的/教学0, 使得数学课堂不能反映教学目的甚至违反教学

目的.教育是一个/人为0的活动,它/为人0而起, /成人0而终.教育行为应时时刻刻是教育目的的

行为, 才能称得上它是/人为0和/为人0的. 数学教学目的包含在数学教学大纲里, 是教学大纲的

核心.而数学教学大纲的制定须由数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师、家长等多方人士共

同参与,因此数学教学目的是各方面价值的合成的结果.

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实验修订版) 6(简称新大纲)是新世纪的第一部数学教

学大纲,从 2001年秋起全国有 85%以上的高一新生使用根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材. 这一大纲是

在对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供实验用)6进行 3 年实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新大纲

的教学目的是这样表述的: /高中数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学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

一步学习所必需的代数、几何的基础知识和概率统计、微积分的初步知识,并形成基本技能;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及创新意识;进一步

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0任何时期的数学教学大纲的内容均包括三个方面:

对数学知识的要求; 对数学能力的要求; 对思想品质的要求. 这三方面的要求是从数学和教育的

角度提出, 其根本思想应该是通过/数学0这个教学材料的学习, 达到/教育0人的目的. 新大纲的

教学目的就很好的体现了/人0 ) ) ) 这一教育的本质内容,以人为本是新大纲的最显著的特色.因

为,唯此方能使得数学教学实践体现出教育的主体性要求.

2. 1  关于知识

我国数学教学大纲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一直是/基础知识0、/基本技能0,只是对其解释和所涵

盖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罢了. 新大纲中将数学思想方法纳属于数学知识之中, 这样要比

将其分为/基础知识0、/基本技能0、/基本方法0更具人性化.将数学思想方法写进教学目的,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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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的高中数学大纲中还是首次[ 6] .因为数学思想方法是属于数学的精神层面,数学知识是

属于数学的物质层面,数学技能是属于数学的一种技术性层面. 由于数学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

特点,数学的无形的思想方法不能直观的、解释性的表述出来, 而是采取/蕴涵0和/依附0于数学
的有形的知识中. 数学知识的渐渐展开的教学过程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显现过程. 数学知识不展

开,数学思想就不能得到彰显.数学技能,相对于数学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来说,是一个技术层

面.因此, 数学知识学习就应该是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如若由于数学教学中的教师的参与而带

来了相反的效果,致使数学知识的学习与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相分离,这样的数学教学必然是一

种灌输的接受性的教学, 这种教学只是完成了教/最优化的知识0和/最终的知识0,它从人的发展

角度来看是反主体性的, 其结果是/高分低能0的书呆子.更何况,学生是一个主体,也同样具有主

观能动性,学数学知识的同时也/潜移默化0地隐悟到数学思想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教数
学0自然地包含着/教数学方法和教数学思想0.如若因数学教师的介入而不能把数学知识和数学

思想结合起来,势必压抑学生的个性,这种教育是一种/悖论式0的教育.

2. 2  关于能力

在加强知识的教学的基础上, 强调能力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可以从

教育内部、教育外部两个方面来看.学校教育是有限时间的教育,而人类的知识却无边无际,恰如

古人所云/学海无涯0,因此学校教育能使学生掌握的知识确实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 离开学校贡

献于社会,并不能直接运用书本上的知识, 在实际社会工作中运用的只是一种不明确的、准态的

知识.而惟有培养了能力,对于个人而言,才能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真正的数学家式的数学工作

者是少数,真正地运用科学的数学知识的社会情景也是少数. 因此通过数学教育培养数学能力,

更应强调其通识性,具有通识性的数学能力才是普通教育中数学学科的根本目标.

新大纲中数学能力是指/思维能力0、/运算能力0、/空间想象能力0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0和/创新意识0.前三者是带有明显的数学特色的能力, 而后两者却是连接/数学0与/社会0的

中介性能力或者叫做边际性能力. 这种边际性能力在数学大纲中出现, 表明了数学教学从/教数

学0到/教人0的根本性的教育实践观的转变. 在数学课堂上提倡培养这种边际性能力是将数学教

学从有形的物理空间延展到具有生命意义的空间中根本性的转变.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 而/人0
是一个实践主体的概念, 亦即人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实践的能力[ 7] .

2. 3  关于思想品德

思想品德属于情感领域, 主要包括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数学在培养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方面具有独到的作用, 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可比拟的. 数学学习是/笔和纸0的方式, 它

需要科学的态度、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创新精神等.新大纲中强调了审美价值.美是一种最

高层次的情感体验, 只有在求/真0基础上求/善0, 才是真善, 进而在/善0的基础上才能体验到

/美0.探索数学是一种求真的过程,因此,数学教学中培养审美能力, 也是数学的必然.

3  关于探究性课题

新大纲中还安排了探究性课题.新大纲明确指出探究性课题是对/某些数学问题0及/从数学
角度对某些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 这是对数学课堂自教育制度化以来

所固有的缺陷的一种补救.教育的制度化使得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离析,使/自在0的教育中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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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丧失.加强探究性课题有助于培养人的完整性, 能/ 充分地体现学生的自主活动和合作活动0,

目的在于/体验数学活动的过程0, /体验0是以/完整的人0为前提的. 新大纲无论从教学目的的确

立还是到教学内容的筛选以及教学方法的指导都充分地体现了/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
点0.

综上所述,数学教学目的应该转向/人本0,新大纲已开始了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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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 rom the concepts of educat ion, m athemat ical teaching and mathem at ics cla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mathematics classroom is the place to g row up of human being. On the basis of theory,
mathemat ic class must be act ing as to the goal of educat ion. With the knowledge , the ability and the

ideology in the new sy llabus, the author thinks it as a t rend of humanism .
Key words: educat ion; m athemat ical teaching; mathemat ics classroom; meani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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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Research on the Ardeidae at the

Mangrove Wet Land around the Luo Yang Bay in Qu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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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search on Ardeidae of the Luo Yang Bay mangrove w et land from 1999 to 2002

shows that there are 11 species of Ardeidae birds w hich belong to 7 genera respect ively . The Bubu-l
cus ibis is a new kind of birds found in this area. Annual f luctuat ion of the Ardeidae populat ion is
show n in details. The reason of the change is also g iven in the art icle.

Key words: the Luo Yang Bay in Quanzhou; Ardeidae; populat ion dy 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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