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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目前，在中学数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学生 

负担过重问题、解题教学效益不高问题、压抑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研究性学习未真正 

受到重视等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中数学教育所 

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有关的教育学、心理学原 

理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 

这些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指导中学数学教学实 

践．一线的数学教师，都渴望找到一种可以直接 

用于指导中学数学教学实践的理论，呼唤用带 

有数学教育特征的理论去浇灌数学教育教学的 

实践．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带有 

数学教育特征的理论． 

2 研究综述 

笔者在认真阅读波利亚的三部原著《怎样 

解题》、《数学的发现》和《数学与合情推理》基础 

上，以近二十年来的《数学教育学报》、《西北师 

大学报》、《河北师大学报》、《淮北煤师院学报》、 

《教育研究》、《吉林教育》、《数学通讯》、《数学教 

学》、《中等数学》、《数学教学通讯》、《内蒙古教 

育》等杂志为文献源，对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进 

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综述如下： 

2．1 关于数学教育的目的 

文献源对波利亚数学教育的目的进行了广 

泛地研究，有十余篇文章提到了波利亚的数学 

教育目的，其中有八篇文章对此进行了专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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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的学者u J指出，波利亚就现代社会对(高 

中)数学知识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概算，结论是： 

数学家等“生产数学”的人占196，直接使用数 

学的人占2996，而不用数学的人占7096．因此 

他主张数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学生的“一 

般文化素养”．有的学者u J认为，波利亚长期奉 

行的教育宗旨是：“教会那些年轻人去思考”．他 

认为与其给人以死板的知识，不如给人以活的、 

生动的方法，以点石成金的手段．还有的学 

者u J研究认为，波利亚一生酷爱创造性活动， 

对发现和创造有特殊的嗜好．自然而然，培养学 

生的创造精神就成了他的数学教育思想的重要 

内容，成为了他的教学目标的核心． 

分析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根本上 

说是一致的．波利亚的数学教育目的最为强调 

的是如下两点：一是教思考；二是培养学生的兴 

趣、好奇心、毅力、意志、情感体验等非智力品 

质．这与当前我们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观是相 

通的．波利亚的数学教育目的既重视智力因素 

的培养，又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基础 

知识的培养，更重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2．2 关于数学观 

文献源对波利亚的数学观进行了较为深入 

地研究，有十二篇文章提到波利亚的数学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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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五篇文章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有的学 

者[16]指出，波利亚肯定了数学创造过程的存 

在，这对数学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数 

学有两个侧面，它是欧几里得式的严谨科学，但 

它还是别种科学．用欧氏方法阐述的数学，看来 

是一门系统的演绎科学；但在创造过程中的数 

学，却是一门实验性的归纳科学．这两个侧面都 

象数学本身一样古老，但从某一点来说，第二个 

侧面则是新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把处于发现 

过程中的数学原原本本地提供给学生、教师或 

公众”．有的学者l1 ]认为，承认数学的两重性， 

即承认数学既是演绎体系又是归纳体系，既有 

完美的形式又有发展过程的稚气，既是证明的 

科学又是实验的科学，这无论对于我们进行数 

学研究，还是对于数学教学和数学应用，都是非 

常重要的．还有的学者l1 J研究指出，传统的课 

程体系历来以追求逻辑的严谨性、理论的系统 

性著称，教材内容一般沿知识的纵向展开，采用 

“定义——定理、法则——证明——应用”的纯 

形式模式，突出高度完善的知识体系，而对知识 

发明(发现)的过程则采取“浓缩”的形式，或几 

乎略去，缺乏必要的提炼、总结和再现．这是“违 

反教学法的颠倒”，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数学创 

造思维活动的本质，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数学直 

觉和数学想象。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与此 

相反，波利亚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历来强调展 

现“数学的发现可能是如何产生的过程”． 

分析上述文献，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 

基本是一致的，一方面，教猜想与教严谨的证明 

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教猜想能促进学生对严谨 

证明的理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学生创新 

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教师对数学学科的特点 

的认识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他的教学观和课 

程观． 

2．3 关于数学学习观 

文献源对波利亚的数学学习观也进行了研 

究．有九篇文章提到波利亚的数学学习观，其中 

有三篇文章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有的学者 J 

指出，波利亚详细分析了人类学习的全过程，把 

学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形式化阶段 

和同化阶段．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遵循这种 

模式，缺少任何环节都会使所获得的知识不全 

面．有的学者03 J认为，波利亚的学与教原则有 

其深刻的哲学背景．首先，它以内因与外因这一 

对立统一体的矛盾运动为根据．在教与学这一 

对矛盾体中，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教材和教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教材、 

问题应是饶有趣味的，或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 

的，它应能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为刺 

激学生主动学习的兴奋剂．其次，阶段序进原则 

也完全符合唯物认识论的原理，体现了人类认 

识事物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这一哲学思想． 

分析上述文献，笔者认为波利亚的学习观 

可集中表述为“学习三原则”：1)主动学习原则． 

即学习任何东西的最好途径是自己去发现；2) 

最佳动机原则．即学习的最佳动机是“学生对所 

学习的材料感到有兴趣并且在学习活动中找到 

乐趣”；3)阶段序进原则．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形 

成良好的数学认知结构比获得零散的数学知识 

更重要，波利亚数学学习过程的实质是一个内 

在的转化过程，即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他所倡 

导的学习观是学生主动接受信息和形成创造性 

思维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学习观． 

2．4 关于解题观 

文献源对波利亚的解题观给予了较多的关 

注，有近二十篇文章提到波利亚的解题观。其中 

有十二篇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主要观点如下： 

有的学者【22]研究指出，波利亚的解题观就 

是“变换题目”．在变更题目的整个过程中提出 

的，往往是比原问题更基本的一系列各个方面 

的问题，所以，这种教学法确实是加强基础知识 

与基本训练，把学生的零散知识形成一个有机 

的知识结构(问题网、知识链)的好办法．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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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研究认为，波利亚的“解题表”具有巨大的 

理论价值．解题表中不仅蕴涵着重要的思想方 

法——化归、变换的思想方法，而且是各种数学 

思想方法的源泉．在教学中利用解题表，学生的 

自学能力有较快的提高，独立思考和进行创造 

性活动的能力也逐步增强．有的学者 9J指出， 

从头脑编程的观点来看，波利亚的解题表设计 

的解题程序实际E是一个解题程序和自我调节 

的监控系统的有机结合，是一个运用已有的知 

识、经验进行启发式探索的程序，是一个成功数 

学家的思维程序．按照这样的思维路线实践，可 

以提高解题效率，具有开发学生智力提高数学 

素质的功能．还有人依据波利亚的“怎样解题 

表”，设计了具体的解题表 8：列方程解应用题 

的解题表、“怎样解几何题”表、“解题思考步骤、 

程序表”、怎样解大学数学题表以及梅森的解题 

模式等． 

上述学者对波利亚的解题观在理论上进行 

了较为广泛深入地研究．笔者认为，研究成果恰 

恰预示了波利亚解题观的巨大实践价值．作为 

～ 种重要的解题理论，波利亚的解题观强调的 

是数学思维的教学，他把解题作为一种手段，通 

过怎样解题的教学，启迪学生的数学思维，达到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2．5 关于教师观 

文献源中有六篇文章提到波利亚的教师 

观，其中有三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有的 

学者u J研究指出，波利亚十分重视教师培训． 

在“教师十戒”中，波利亚用朴素、形象的语言， 

概括了数学教学中师生的双边活动，即教师的 

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他认为教师应根 

据学生千差万别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以使“教学”从根本上转变为“学教”．有的学 

者u副研究认为，在强调学生的发现、发展的同 

时，波利亚十分重视教师的发展．他要求教师要 

有独立工作或研究的主动的数学工作经验，教 

师应当去处理有些难度又费时间，但真正具备 

教学美和有一定背景的题目，教师要能辨别他 

讲的题目的难度及知识意义和教育意义．他认 

为教师能做到这些，通过教学，他本身也就得到 

了发展．还有的学者L3 】指出，波利亚的学习的 

三原则同时也是教学的三原则，波利亚集半个 

世纪的数学教学实践和研究后，提出的教与学 

三原则是对每一个好老师教学的无数门道与高 

招的实质与共性的概括． 

分析上述文献，笔者认为波利亚的教师观 

集中表述为“教学三原则”和“教师十戒”．以教 

学三原则为基础并结合长期教学经验，他给出 

了教师十戒．他指出，教师要对自己讲的课充满 

兴趣和深入理解，要懂得学习的最佳途径，要观 

察你的学生的脸色，弄清楚他们的期望和困难， 

把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 

培养学生合理的思维方式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习 

惯，既要教合理的猜想，又要教严谨的证明，对 

具体的题目，要注意其一般价值，讲授方法要有 

一 定的技巧，不要立即吐露你的秘密，要多建 

议，而不要强迫学生去接受．这些妙语高招已经 

成为当今素质教育教学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2．6 关于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的应用研究 

文献源也谈到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的应用 

研究，部分学者对波利亚的解题表在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尝试．有的学者[ ]结合中 

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经常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例 

子，在教学中将波利亚的解题表介绍给学生，经 

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发现学生的自学能力有了 

较快的提高，独立思考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 

力也逐步增强．有的学者[豫]通过为期仅一周的 

实验就发现，用波利亚解题思想解函数应用题， 

可提高学生整体把握问题方向的能力，可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提高解题的正确率． 

综上所述，文献源对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 

的理论研究较为广泛深入，而对波利亚数学教 

育思想应用于实践的研究比较薄弱，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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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波利亚数学教育思想应用于数学教学实践的 

研究亟待深入地宣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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