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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学习和研究中，需要依赖抽象思维概括数学研究
对象，依据推理思维构建数学理论体系，依靠模型思维发挥
数学应用价值．众多研究成果表明，数学思想是重要的文化
素养，而抽象、推理与建模是数学的基本思想与思维方式，
是学生适应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与必备思维 
素养[1]． 

发展学生数学思维素养，促使知识向素养转化，正成为
中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导向．但不少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经过
教学观察与分析后认为，当前许多课堂被应试需求主导，数
学教学严重异化为解题的模仿与训练，大部分时间培养的只
是学生进行机械运算和演绎推理的能力，很难全面且有深度
地培育学生的数学思维素养． 

严重异化为解题模仿与训练的数学课堂，不能真正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急功近利的行为只能让学生获得碎片的
知识、零散的记忆和僵化的思维，难以让学生构筑厚实的学
习基础，形成必要的探究发现能力，更难以让学生的数学思
维素养得以深度涵育，助力部分优秀学生成长为有数学家潜
质的数学英才． 

数学思维素养是数学知识与能力的内化，植根于日常数
学学习的体验与感悟．从课堂教学过程看，数学抽象、推理
与建模等 3 个思维素养的涵育，需要教师更新教学观念，调
整目标方向，分别从概念、命题与应用教学等 3 个进路，有
针对性地实施相应促进方略．下面以“ 向量” 章节教学为例，
对此进行具体分析、探讨与总结． 

1  从概念教学路径涵育抽象思维素养  着力深化

学生对概括过程的体验与内涵的认知 

数学抽象是人脑舍去某一类事物所有具体属性得到其
相同数学属性的一种思维过程，通常可用数学符号或术语对
抽象所得的共同数学属性进行概括和表达．数学抽象主要包
括从数量与图形，以及数量关系和图形关系中抽象出数学概
念及概念间的关系，以及从事物具体背景抽象出一般规律和
结构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学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

所得到的数学概念是人脑对实际事物中数量、空间、结构和
变化等本质特征的一种意识反映，是进行数学思维和建立数
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筑元素．在数学教学中，概念教学是培
育学生数学抽象思维素养的主要路径． 

在概念教学中，学生数学抽象思维素养的形成，基于其
对诸多和概念相关联知识的整体理解与认识，需要教师适当
腾出时间对引入概念的必要性和历史背景等作较详细说
明．以“ 向量” 这一概念的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可先
解说引入向量概念的因由与作用，讲述与之相关的亚里士多
德、威塞尔、牛顿、居伯斯等数学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思考
内容．可指出：在 17 世纪初，代数、几何与三角等分支已
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但主要是以常量研究静态事物，
而客观事物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状态，很需要采用变量去研
究其运动与变化特征；用变量表示一个动点，可刻画动点的
运动与变化属性，若要刻画动态线段的运动与变化属性，就
必须引入一个和变量类似的新概念． 

获得数学概念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抽象与概括，抽象与概
括是一种思维的体验和领悟，因而，在数学概念教学中，应
尽多地让学生亲历概念的抽象与概括思维过程，在不断的体
验与领悟中将经验与概念、直觉与逻辑整体融合并凝聚、升
华形成素养．例如，教学中引入向量概念，大都只对物理学
中力和位移等矢量进行简单地类比与推广，概念生成过程缺
少抽象与概括思维，要让学生有机会亲历抽象与概括的思维
过程，就必须引导学生对物理的质量、距离、温度、密度等
标量，以及力、位移、电场强度、速度、磁感应强度等矢量
进行具体、细致的比较分析． 

分析与抽象有着密切联系，是抽象思维过程的主要手
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在实践的基
础上，通过分析感性的具体获得理性的抽象，然后对各种理
性抽象的规定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加工，进一步获得理性的具
体，达到具体的再生产，从而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联
系．在向量概念形成之后，还需要引导学生对向量进行分类
分析，并对某些特殊的向量和向量关系进行命名，如零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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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向量，以及直线的方向向量、平面的法向量，还有相等
向量、共线向量等，让学生细化认知以进一步明确概念外延． 

学习者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数学概念时，认识大多是迟钝
和模糊的，不能进行快捷的抽象提炼和明确的概括说明．比
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早已知道，对物理的“ 力”，需要关
注其大小与方向，可以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将两个力合成，但
他却不懂得使用有向线段去表示力，直到 17 世纪，数学家
牛顿才知道使用有向线段表示矢量和向量[2]．因此，让学生
亲历向量这样的概念抽象与概括思维过程，还需要教师给予
充裕的时间并适时引导，直到学生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物理
标量可以只用有长度的线段表示，而位移等矢量有长度与方
向，必须用有向线段表示． 

在概念教学中，着力深化学生对概念内涵与知识意义的
认知，才能促使概念知识和思维能力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
等文化层面涵养化育成为抽象思维素养，否则，抽象思维就
可能仅仅只是形式思维的游戏．如在向量概念教学中，教师
应启发学生探讨向量知识在几何方面的意义，让学生能类似
18 世纪挪威测量学家威塞尔那样对向量的几何意义进行研
究，尝试着用坐标平面上的点表示复数，然后用具有几何意
义的复数运算对向量运算进行定义，把向量和坐标平面上的
点进行对应，使之成为研究几何和三角问题的一种工具． 

学生关于数学概念内涵及其知识意义的认知，是一个由
浅入深渐次展开的过程，需要教师结合新章节学习内容逐步
予以启迪深化．比如，对于向量概念，可以在复数章节教学
中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向量与复数的几何意义和运算法则；在
解析几何教学中引导学生使用向量坐标处理图形位置关系
和运算问题，认识到将向量用坐标(x, y)表示后，就可以成为
二维变量广泛应用在代数和几何中；在立体几何教学中引导
学生将平面向量知识逐个推广到空间，感悟向量知识体系本
身具备的优良运算律和内在统一性． 

作为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向量的理论方法一直在不断
地渗透到数学各分支领域，为使学生对向量概念的内涵与知
识意义有更深的了解与认识，教师可在教学中拓展性地介绍
向量概念在高等数学中的推广运用：在线性代数中，由 n
个实数（或复数）组成的有序数组可视为 n 维向量；可以将
全体实系数多项式看作一个向量空间，使向量概念的外延涵
盖任意数学或物理对象，让向量方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阔；
等等．从以上叙述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学生抽象思维素养
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教师在各个学段的点拨与启迪，更需要
学生在学习生涯中不断地思考与感悟． 

2  从命题教学路径涵育推理思维素养  努力提高

学生进行探究发现与关系建构的能力 

数学推理是从一些事实和命题出发得出其它命题的思
维过程，一般可分为演绎推理与合情推理两种．通常，演绎
推理可用以判断一个数学结论是否正确，而合情推理可用以
发现数学结论和探索证明思路．在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可
以通过抽象思维定义概念并明确研究对象，通过推理思维发
现并论证概念间的关系，构建庞大的数学理论体系．在构建
理论体系过程中获得的定义、公理、公式、性质、法则与定

理等，均可称为数学命题．命题教学大多可以围绕着概念内
涵辨析、命题的发现与证明、新旧命题的关系等问题依次 
开展． 

命题教学是培育学生数学推理思维素养的重要路径．数
学的定义、公式和定理等命题前后相联，形成众多环环相扣
的知识链条和错综复杂的知识网络结构．学习者在厘清概念
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较完整地把握命题间的生成关系和逻
辑关系，明了知识结构，才能较好地理解数学和应用数学．因
而，在命题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归纳与类比等合情推
理探究发现新命题，并运用演绎推理予以证明，可以从命题
的生成与论证两个角度“ 双向” 促进学生的数学“ 关系性理
解”，让学生的合情与演绎推理思维素养都能随着对知识关
系结构的理解与感悟得到切实涵育． 

合情推理是根据已有的事实和正确的结论、实验和实践
的结果、以及个人的经验和直觉等推测某些结果的思维过
程，数学中最常见的合情推理是归纳和类比，二者都具有猜
测和发现结论、探索和提供思路的作用．合情推理是进行数
学发现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式，是数学“ 再创造”
学习时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方法，涵育推理思维素养，必须同
步并重地培养演绎与合情推理能力．但在许多数学课堂的命
题教学过程中，由于高考考查的解题能力，主要包括数学运
算与演绎推理的能力，较少涉及合情推理能力，合情推理能
力培养的重要性也被大大忽视． 

在概念教学之后，针对概念定义进行内涵辨析，判断某
个实例能否符合定义要求，列举和定义不相符的反例，探讨
为什么可以这样定义，以及能否用其它方式定义，都要进行
推理论证，但其中的思维形式大都是演绎推理．只关注公式、
定理的演绎推导与证明，将时间移用作例习题教学，省略了
在课堂“ 再创造” 重现公式、定理的探究与发现过程，很少
去研究新旧命题的联系进行知识关系建构，是当前数学课堂
在命题教学中的常见现象，这样的命题教学和对概念进行内
涵辨析一样，都难以使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得到培养[3]． 

为全面涵育推理思维素养，使学生的合情推理与演绎推
理能力能在命题教学中得到同步并重的培养，可以在对概念
进行内涵辨析的基础上，将概念间的关系探究视为教学的重
要内容，引导学生运用合情推理探索概念的性质与概念关
系，运用归纳与类比推理去发现新知，运用演绎推理对公式
定理进行推导证明，通过探究新旧命题间的联系，进行知识
关系建构．除了命题教学外，还可以在解题教学、专题探究
式教学和应用教学中涵育推理思维素养，无论哪一种形式，
都应努力使学生的演绎与合情推理能力获得协调发展． 

以向量章节教学为例，在对向量概念进行定义、分类与
内涵辨析后，应将向量与向量间、向量与其它元素间的关系
探究视为教学重要内容，可以引导学生探究向量与向量间的
相等与共线等关系，探究向量与向量的加法运算，探究向量
与数的关系发现数乘运算法则，等等．探索数学概念知识间
的关系是获得有关性质、公式和定理的重要途径．例如，探
索向量与坐标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可以引导学生得到向量的
坐标表示法，将向量运算转为向量坐标运算可得到大量的公
式和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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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量章节教学中，教师可以在很多场合引导学生运用
归纳、类比推理思维去发现新知．数学的向量与物理中的力
与位移等矢量存在密切的类比关系，向量概念的抽象与概
括、向量加减法运算法则、向量的正交分解与坐标化、平面
向量基底的概念和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向量数量积的概念与
公式等结果，都可以通过类比获得，而向量数乘运算的法则，
也可以通过归纳推理获得结果．在研究空间向量时，仍然可
以通过类比推理，将平面向量的概念、法则、公式与定理等
全面推广至空间向量． 

开展探究式教学，提高学生进行探究发现与关系建构的
能力，是命题教学中深度涵育推理思维素养的主要方略．在
命题教学中，通过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整体发掘关联性知
识，发现知识间内在、必然、直接的有意义联系，将它们连
成线、结成网，形成牢固的知识结构，可以有效增强学生推
理思维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数学思维素养的涵
育，离不开对概念内涵与意义的认知和对知识发展的体验，
也离不开对知识关系结构的发现与掌握，以及应用知识解决
问题过程中对数学思想、精神的感悟[4]． 

3  从应用教学路径涵育建模思维素养  致力启发

学生领悟数学的思想方法与策略智慧 

数学建模一般是指在研究一个现实问题时，先从问题信
息抽象出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再根据模型求解结果统一处理
同类现实问题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与数学理论形成、发展
与应用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主要使用抽象与推理
思维从现实世界中概括出理想化的模型，用以描述客观事物
的数形特征和内在联系，所建立的模型和众多的数学概念、
公式和定理等知识一样，都可以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引导
学生应用数学概念、公式、定理、思想方法或建立新模型去
解决数学问题与现实问题，是数学课堂应用教学的主要 
内容． 

应用教学是涵育学生数学建模思维素养的主要路径．数
学建模思维素养是致力从数学视角看问题、用数学方法处理
问题的一种意识与能力，也是学以致用精神的体现．在应用
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整体理解数学知识结构及其思想方
法，在建模思维指导下将之活学活用到各类新的问题情境，
可以让学生从中学会使用联系的观点系统地审视问题，使用
转换与化归的方式灵活地处理问题，养成运用数学思想方法
解决问题的意识与习惯，感受并秉承数学理论知识为人类服
务的价值取向，从而不断涵育提升个人的数学建模思维 
素养． 

广义地看，数学教材中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和思想
方法都是重要的基本模型，如向量知识中的向量概念、平行
四边形法则与向量数量积公式等，都是从物理情景中抽象出
来的，抽象过程中的探究与发现，就是建模的过程．在应用
教学中，引导学生应用这些基本模型证明两角差的余弦公
式、正弦定理、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柯西不等式、海伦公
式等，可让学生体会到运用基本模型处理问题的便利迅捷，
感受其应用范围之广，以及数学知识间的普遍联系和内在的
统一性，帮助学生深刻感悟模型中蕴含的数学思想，亦有涵

育建模思维素养之效． 
引导学生应用数学概念、公式和定理处理现实问题，首

先需要让学生了解问题的现实意义，以及问题蕴含的数形特
征，启发学生用数学符号语言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然后通过联想为问题选取适当的已学知识模型，并根据问题
中参数的实际意义完善模型，最后是对模型求解并检验结
果．如果无法为问题找到合适的已学知识模型，就必须通过
抽象与概括，参考已学知识模型，发挥想象构造新的数学模
型．以上的应用教学方式，都可以涵育数学建模思维素养，
让学生学会如何应用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有策略地去解决
各种问题． 

在应用教学中，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数学角度观察、发
现并提出有意义的好问题．一个好的问题，往往与已学的数
学概念、知识和思想方法有广泛联系，能让学生更深刻理解
概念内涵、意义与作用，能帮助学生对知识进行关系建构，
可以向多个方向推广，促人反思，耐人寻味．好问题可以活
跃建模思维，让学生主动使用恰当的数学符号语言描述问
题，积极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独立思考，通过合作交流做
好各个环节的研究活动，并从中认识数学建模在处理各类问
题时的强大作用，领悟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与策略 
智慧[5]． 

应用教学课程要恰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营造多
维交互的数字化探究环境，适切发挥计算机数学软件的探索
实验功能．在数字化环境下，教师更易于创设丰富多彩的问
题情境，唤醒学生好奇天性与问题意识，使之全身心投入到
建模思维活动．多维交互功能使合作交流更加便捷，更易于
使学生在评价反馈中反思改进，获得信息化环境下的数学活
动经验．在先进的智能教育环境中，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
（VR）等新技术营造虚实互动情境、可视化影像与可进化场
景，让学生进入沉浸式学习状态，身临其境般地去体验和 
探究[7]． 

建模教学课程能给予学生直接参与的机会，相对于单纯
就教材理论知识进行的讲授和思考，参与中的亲身体验更易
于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升华为思维素养．立足于现成性、实
体性信念的知识与教学观，封闭了知识迁移、运用的空间，
难以构成素养生成的实在基础 [8]．美国教育家达克沃斯
（Duckworth E）曾经说过：“ 最理想的教学应是投入式的，
它应鼓励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直接接触，形成一种具身体验，
而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理解之上．” [9]抽象的数学概念知识都
仍然和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模教学可以让学生
亲身经历和直接接触现实世界的事物，使其对数学概念知识
的感知与理解，有一个更为可靠和实在的基础． 

致力启发学生领悟数学的思想方法与策略智慧，是应用
教学中深度涵育建模思维素养的主要方略．在应用教学中，
教师应致力引导学生专心致志地去探索与发现，了解数学在
其它学科和科技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赏识数学理论的和谐统
一与思维的自由奇妙，让学生能有意识地运用已有知识、经
验对问题进行转化与化归，思考并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方
法，并从中深刻感悟数学的思想方法与策略智慧．数学思想
是数学文化素养的核心，促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在思想层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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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升华，是数学教育的一个观念追求，也是应用教学中深度
涵育建模思维素养的必要过程． 

4  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  重在

引导学生“求真”“乐善”“唯美”的追求意向 

数学思维素养的深度涵育，须基于以上列举的概念、命
题与应用教学等进路与方略，亦有赖于教师对学生数学精神
等心理内在力量的激发和养育．学科的学习认知过程，是人
的心智与价值、观念、习惯、情感、意志和精神等各种心理
因素相辅相成的过程，而学科素养的涵育，也是一个在习得
新知中充分体验、深入感悟和塑造品格的过程．在数学的学
习过程中，数学精神是上述心理与品格等因素的聚焦点，它
是学习者对数学经验、知识、方法、思想、意识、观念等不
断概括和内化的产物，也是学习者数学思维的方式与规范、
价值与追求等意向性心理的集中表征，因而是数学思维素养
涵育中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因素． 

数学精神渗透在数学理论知识与数学文化传统中，也存
在于所有的数学思维活动中，并体现为个体数学思维的主观
性、目的性、选择性与价值性等．正是在数学家思维活动中
存在的强烈数学精神导引下，数学理论方得以不断创生与扩
张，系统性日益增强，应用日渐广泛．有意义的数学学习行
为，也是一个理智认识与求真、乐善、唯美等精神追求相契
合的过程，需要学习者在丰富多彩的思维方式中不断感悟数
学思想，在层出不穷的困难体验中逐渐强化数学精神，继而
凝炼形成以数学的精神与思想为核心的学科文化素养．其
中，数学精神是数学思维体验的深化与思想颖悟的升华，也
是数学思维素养得以进一步形成和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抽象性、逻辑性与应用的多样性是数学思维的主要特
征，整体而言，数学抽象、推理与建模等思维素养与学习者
思维的韧性、理性、严谨性、专注程度、问题意识之类的重
要品质都存在密切联系，比如，思维韧性与专注程度不足，
就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进行连贯思考；问题意识淡薄，就
难以在平凡的事物中提出新概念、发现新问题．所以，教师
在引入一个数学概念之初，就必须有意识地从数学精神层面
思考数学思维素养的深度涵育问题，特别重视学生学习的毅
力、爱好和习惯等问题，要时常对教材进行有益地拓展与改
造，增补可以促动思考、引发兴趣和激励创新的教学内容．此
外，对一个概念内涵的深入理解，也需要师生都具有持之以
恒的精神，能在后续学习中进行反思与提升． 

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的教学行为，可
以落实在数学概念、命题与应用教学等具体环节．例如，数
学推理具有显著的科学文化素养特征，曾被誉为“ 人类最伟
大的发现”，古希腊人从最简明的公理出发，利用推理得到
基于严密逻辑的几何知识系统，其中的公理化思想曾被竞相
效仿，对人类理性精神与科学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
响．教师可以在数学命题教学中涵育推理思维素养，引导学
生在严谨的演绎推理和运算中养成缜密思考的习惯、求实诚
信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同时帮助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不断增强变的意识与化的智慧，在运用合情推理思维过程
中养成细致观察、善于归纳与类比、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 

精神． 
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的课内外教学，

宜采用有较强挑战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素材．例如，应用教学
中的问题可以选自现实、数学内部和其它学科，但都应遵循
有效难度法则，使所设定的研究任务具有较强的挑战性．有
较强挑战性的问题，才能激发学生进行深入探究的欲望，并
在长久思考后迸发的灵感与顿悟中感受到数学的乐趣[6]；才
能让学生有更多运用数学策略思维战胜困难的机会，使推理
思维素养得以深度涵育；才能让学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经
受情感与意志的考验，塑就不畏困难愈挫愈勇的精神品
格．实践表明，有较强挑战性的教学课题，更易于促进学生
的数学深度学习，使数学思维素养得以深度涵育． 

数学思维素养是数学知识与思维能力在学习者心理内
化后的概括性产物，比知识与能力更深层、更稳定也更持久，
它的形成，离不开可进行复杂心智操作的抽象与推理思维，
也密切依赖于可带给学习者主体体验和感悟的具象思维与
顿悟思维[10]．在概念、命题与应用教学中，让学生亲历抽
象与概括、探究与发现、建模与应用的过程，其所获取的体
验，以及对知识结构体系的统一性、数学方法中的策略思想、
思维过程中的精神力量的感悟，可以促使经验与概念、逻辑
与直觉、方法与思想、理智与情感等深度融合，潜移默化地
增强主体的认同感和自觉意识，让数学知识与思维能力晋升
到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和意志层面，逐步内化并升华成
为富有文化属性的数学思维素养． 

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重在引导学生
求真、乐善和唯美的追求意向．数学科学理论思维是人脑对
客观事物数形特征与属性的概括与反映，它始终坚持以公理
化体系反映事物本质规律，整体选择为人类服务的价值取
向，苛刻追求理论的和谐统一与思想的自由简易，使得数学
名副其实地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也使得求真、乐善和
唯美的思想品格成为数学精神的三大支柱．因而，从数学精
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应重在引导学生求真、乐善
和唯美的追求意向．数学的精神与思想同为数学文化素养的
核心，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才能更切实
地养育学生求真、乐善和唯美的数学精神品格，更完满地实
现数学教育的宏大目标． 

5  结语 

从概念教学路径涵育数学抽象思维素养，着力深化学生
对概括过程的体验与内涵的认知，可以让学生“ 知其然” 亦
“ 知其所以然”，更少地依赖简单机械的记忆与模仿；从命题
教学路径涵育推理思维素养，努力提高学生进行探究发现与
关系建构的能力，可以让学生头脑中孤立的知识形成有机体
系和完整结构，走出零散型解题教学与碎片化学习的困境；
从应用教学路径涵育建模思维素养，致力启发学生领悟数学
的思想方法与策略智慧，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将所学知识灵
活应用于现实问题情境，远离目标指向迷糊和被无意义问题
填充的课堂教学；从数学精神层面深度涵育数学思维素养，
重在引导学生求真、乐善和唯美的追求意向，可以让学生的
思维与精神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忘了所学知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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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留有可终生受益的东西．以上教学路径与促进方略，既有
利于激发好奇心智、提高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专心致志
的沉浸式学习状态，也有助于学生进行知识关系建构，有益

于学生数学精神的养育，使学生的数学思维素养得到全方位
的深度涵育[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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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 Cultivation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Teaching Paths and Strategies 
WANG Qin-min, YU Ming-fa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ujian Fuzhou 350025,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guide to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s. Combining with specific teaching 
examples,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Thos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include: from the conceptual teaching path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stract 
thinking competence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en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general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proposition teaching path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reasoning thinking competence so a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and construct relationship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ath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odeling thinking 
competence in order to inspir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methods and strategic wisdom of mathematics; and from the 
spiritual level of mathematics to deep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focusing on guiding them in 
seeking truth, kindness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mathema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deep cultivation; pat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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