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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

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情感教学”则是指教师运用

一定的教学手段，通过激发、调动和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促进

教学活动积极化的过程。

情感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学生精神生活的主宰，是学

生学好数学的催化剂，不容忽视。数学课堂教学中应合理调节和

充分利用情感因素，努力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提高课堂数学

教学效率。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系的副教授彭杰老师以不懈的追

求，花费了七年的精力研究数学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学策略。现

在她将七年的研究心得汇集成这本专著 《以情优教———数学情感

教学策略》，以期望对高中数学教师课堂教学有所启迪和帮助。

作者在该书的绪言中先论述一个很深刻的命题：数学是什

么？之后介绍数学学科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 《普通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理念，介绍这本专著写作的立意：由于

数学情感是数学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以人

的整体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活动。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在学习

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组成学生学习心理的

两个不同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活动施与重大影响。所以学

生的数学情感对数学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学生学习

数学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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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专著共有八章，除前言外，专著先对已有的 “情感教

学”的研究进行综述，其中重点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Ｂｌｏｏｍ，１９１３—１９９９年）关于情感目标的分类，这是实
施情感教学的理论基础，之后作者从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

组织、教学评价等四个层面，结合较为丰富的课堂教学案例论述

“情感教学”的实施策略；最后，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

“以情优教”的教学理念是，首先，教师要从情感维度上着

眼对教学环境进行优化处理，使其在为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能

充分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其次，在充分考虑教学中认知因素的

同时，又要充分重视教学中的情感因素，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

“以情优教”的教学策略是，首先，教师要从情感维度上着眼对

教材内容进行加工、组织，使其在向学生呈现的过程中能充分发

挥情感的积极作用；其次，完善教学目标，改进教学的各个环

节，优化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从情感维度上着眼对教学评价

进行优化处理，使其在对学生教学中做出认知反馈的同时还给予

情感上的影响，以充分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促进学生数学学习

能力的全面发展。

彭杰副教授大学毕业后有七年的高中数学教学实践经历，其

后在德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任教至今。她在教学中努力探

索数学教学的真谛，在借鉴国内外同行关于数学教育研究成果的

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把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本专著

既是作者对多年数学教学研究的总结，也是进一步研究基础教育

中数学教育理论的新起点。作为彭杰副教授的老师和朋友，我很

欣喜地看到这本专著的出版，并祝愿彭杰副教授今后能在数学教

育的研究上有更多的建树。

朱维宗

２０１４年２月于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武之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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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老师，我一见到数学题头就疼。”“哎，我真的一上数学课

就想睡觉。”“数学课真的太枯燥、太无味了，不来劲。”“我不

喜欢数学甚至讨厌数学。”“数学真的太难学了。”……

想必每位老师都或多或少的听到类似这样的话，面对学生学

习数学时这样的情感表露，我们不禁触动内心，感到数学教育的

辛酸，但这反而激发着一批又一批的数学教育者们思考、探索和

研究，激励着数学教师和数学教育研究者们的努力和探索。本书

作者也是一名有着 １５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数学教师 （七年的高

中、八年的高师），在学生中、课堂中、书本中、思考中、交流

中探索着数学教育的本质，思考和感受着数学教育的真谛与快

乐。认为，一直以来自己在教学中有激情、有活力、有互动便是

情感渗透教学的写照，可当真正进入情感教学的理念体系中，才

发现其实自己只在 “浅水区”，并没真正走进情感教学的深蓝大

海中。数学情感教学的触动缘于九年前在昆明读教育硕士时，在

清华书屋书架上看到卢家楣教授的 《情感教学心理学》，当时眼

前一亮，立即买下，从此爱不释手。

“以情优教”是情感教学心理学联系教学实际的一个基本理

念，也是情感教学心理学这一新学科领域开拓的出发点和归宿。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卢家楣先生将情感教学心理学研究成果

运用于基础教育实践中，提出了 “以情优教”的教学理念。“以

情优教”的通俗含义，是借助情感因素来优化教学，在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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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教学中的认知因素的同时，又充分重视教学中的情感因素，努

力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以完善教学目标，改进教学的各个环节，

优化教学效果。本人仔细钻研了卢教授关于情感教学心理学和实

证方面的著作，并深受启发，卢教授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理

论到实证研究了情感教学，贡献之大、意义之深远无可计量。但

卢教授的著作研究对象是情感心理学和一般教学范畴，是泛指教

学，没有针对某学科具体深入阐述。本人在该理念的指导下，研

究对象具体到了数学学科教学，进行了旨在从情感维度系统优化

中学数学教学的探索性研究，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数学教学策略

上，构建优化数学教学的情感策略体系，并称为 “数学情感教

学策略体系”。

一套相对完整的情感策略体系针对性地应用在理工类的数学

学科尤其是高中教学中，这在国内课题中研究还尚少。本人综述

一些已有的研究特别是卢家楣教授的情感教育心理学理论，并经

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反思、收集整理、实践等，开创性地提出

并进行了情感策略在数学教学改革的探索性研究，策略从教学的

四个维度———环境、内容、组织、评价，结合数学学科特征提出

１８个数学教学策略，当然特别指出各种教学策略之间是相互作
用、相互渗透的，并无严格的区分模式，形成学生良好的数学学

习情感并不完全依赖于某种固定的教学策略。本书这样写作既突

出体现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数学情感教学策略，同时也是方

便广大一线教师阅读参考。

与其他数学教育类的书相比，本书努力突出三大特色：

第一，在广阔的教育视野中，凸显独到的、新的数学教育理

念。本书不是按习惯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来讨论数学教育教学，而

是从情感和认知相促进的角度出发，从教学中学生数学学习情感

需求和情感教学心理学原理出发，提出了 “以情优教”结合数

学教学的理念。作为理科的数学更需关注情感的需求与渗透，在

·２·

以情优教———数学情感教学策略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不多的情况下，本书开创性地正式提出数

学情感教学策略，结合理科数学教学的特点，在充分考虑数学教

学中认知因素的同时，又充分重视数学教学中的情感因素，诠释

了情感教学在数学教学中的艺术魅力。

第二，在浑然一体中勾勒出清晰的逻辑框架。本书避免了经

验式罗列，而是将本书设计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章 “绪论”

中的第一小节 “数学是什么？”介绍了数学的内涵和本质，也让

读者了解到数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历史的演变中的发展和拓宽。接

下来结合一些已有理论介绍第二、三、四、五节 “数学学科的

特点” “数学学科的学习价值” “高中数学课程的教育理念”

“数学情感教学的意义”，让读者对数学学科的本质、特点、目

的、教育理念、意义有了一个清楚认识，为后面做了必要的铺

垫。第二章 “情感教学理论综述”对国内外的情感目标理论有

一个大概了解。第三章研究的教学理念 “以情优教”中，前三

节明确提出 “以情优教”的内涵、原则及其教育意义，第四节

本书作者对数学情感教学策略做了诠释。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是本

书的重点部分，也是亮点和创新部分。这四章也即从四个维

度———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分别构建了以

情优教的情感策略体系，在总的情感策略体系下，构建了相应实

施的具体的１８个教学策略并解释相应操作要点、基本原理、设
计片段，也指出各种教学策略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并

无严格的区分模式。第八章 “研究的结论和思考”，提出了几点

应用数学情感策略的心得体会，还有作者研究得出的一些初步结

论和有待探讨的内容。

第三，在理论的框架上，指向实际的应用。全书以策略体

系、理论结构为主线，引用了４５个典型案例，就像在主线上镶
嵌了４５颗珍珠 （在此对个别选用案例的原作者表示感谢），做

到策略理论与案例设计交相辉映。本书每个策略的介绍皆按以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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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策略—基本原理—操作要点—案例设计—评注，线路清

晰、一目了然，特别是在每一案例赏析后都有相应评注，“读后

思才行”便是本书的出发点。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

者不吝赐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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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有一种观点严重威胁着科学的生命：数学是一门不知

所云的学科，它只是从定义和公理出发推导出来的一系列结论，

而这些公理除了必须相互一致外，完全出自数学家心灵的自由创

造。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数学就不可能吸引任何一个有

智慧的人，它将是定义、法则和三段论的游戏，既无动力也无目

的。……”① 当笔者读到 Ｒ柯朗的这段话心中颇有感触，不由
得探讨以下数学教学的一连串本质问题：数学是什么？数学学科

有些什么特点？数学学科的学习价值是什么？现行高中数学课程

的教育理念有哪些？数学情感教学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节　数学是什么？

“数学是什么？”对于每日忙碌的中小学一线教师们是否曾

想过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数学教师未必真正深入思考过。“数学

是什么？”数学教师又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哪怕百思而不得其

解。因为不同的数学理解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数学教学，影响着

我们的数学教育教学观，这也是任何一个数学教育工作者都应认

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只有对数学的本质特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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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数学教育研究中把握本质的取向，才能在灵活多变的数学

教学中获取价值的意义。

英国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说 “当人们发现一对雏鸡和两

天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数字２）时，数学就诞生了。”那么
数学是什么呢？高斯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后。”伽利略说：“数

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文字。”爱因斯坦说： “这个世界可以

由音乐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但 “科学皇后” “宇宙

文字”“世界组成”都是诗化的语言和比喻的描述，几位大科学

家的比喻道出了数学的至高地位，但从学术科学的角度，却并未

回答 “数学是什么？”

自古以来，多数人把数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体系，是经过严密

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总和，它既反映了人们对

“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认识，又反映了人们对

“可能的量的关系和形式”的认识。众所周知，关于数学的这个

定义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恩格斯的这个定

义，就是国内和国际数学界与哲学界公认的最权威的定义，２００５
年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是这样来定义数学的——— “研究

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２０世纪以来，新的数
学分支不断产生，纯数学越来越抽象，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

似乎越来越远。同时，应用数学在现实世界中的涉及面空前广泛

且越来越广泛，数学的研究对象似乎不仅仅是空间形式与数量关

系。于是有不少研究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数学

的多种定义。近些年有人就认为恩格斯给数学所下的定义过时了

或 “远远不够了”，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匡继昌教授深刻分析了 “数学是什么”，认为 “数学的定义应该

反映数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属性”，“只有从唯物辩证法的哲

学高度，才能认清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不是固定不变

的，而是其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拓广的”，所以，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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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数学是什么’的论断并未过时”。笔者也同意此观点，在

本书中 “数学是什么”的阐述也是基于恩格斯关于数学的定义，

当然其内涵与外延也在加深和拓广，如加入数学也是一种文化体

系等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数学源自于古希腊语的μθημα（ｍáｔｈēｍａ），其有学习、学
问、科学的意义，以及另外还有个较狭隘且技术性的意义———

“数学研究”。即使在其语源内，其形容词意义和与学习有关的，

亦会被用来指数学的。以前中国古代把数学叫算术，又称算学，

最后才改为数学。数学，其英文是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这是一个复数
名词，“数学曾经是四门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处

于一种比语法、修辞和辩证法这三门学科更高的地位”。数学既

可以来自现实世界的直接抽象，也可以来自人类思维的能动创

造。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人们对数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在不断

变化和深化。１９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数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经验科学，因为那时的数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随着数

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从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数学是一门演绎科学
的观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对于关于数学本质特征的看法，

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实际上对数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是

随数学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数学源于分配物品、计算时间、丈

量土地和容积等实践，因而这时的数学对象 （作为抽象思维的

产物）与客观现实是非常接近的，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找到数学

概念的现实原型，这样，人们自然地认为数学是一种经验科学。

随着数学研究的深入，非欧几何、抽象代数和集合论等的产生，

特别是现代数学向抽象、多元、高维发展，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

这些抽象对象上，数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数学证

明 （作为一种演绎推理）在数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

出现了认为数学是人类思维的自由创造物、是研究量的关系的科

学、是研究抽象结构的理论、是关于模式的学问等观点。这些认

·３·

第一章　绪　论



识，既反映了人们对数学理解的深化，也是人们从不同侧面对数

学进行认识的结果。

当看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教授胡作玄的专著——— 《数

学是什么》时，对数学本质又有了新的认识。胡作玄教授从比

较的角度出发，着力分辨出数学本质与哲学、科学、艺术的不同

之处。美国数学教授斯图尔特在 《什么是数学》一书的序言中

申明：《什么是数学》 （修订本）这本书是一本数学经典名著，

它收集许多闪光的数学珍品。它的目标之一是反击这样的思想：

“数学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从定义和公理推导出来的一组结

论，而这些定义和命题除了必须不矛盾外，可以由数学家根据他

们的意志随意创造。” “数学，作为人类思维的表达形式，反映

了人们积极进取的意志、缜密周详的推理以及对完美境界的追

求。它的基本要素是。逻辑和直观、分析和构作、一般性和个别

性。唯一能回答 ‘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的，不是哲学，而是

数学本身的活生生的经验，在数学研究的过程中，数学对象的丰

富、生动且富于变化的一面才得以充分展示”。荷兰数学教育学

家弗赖登塔尔说，“数学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活动”，“数学是在内

容和形式的互相影响之中的一种发现和组织的活动”，这种观点

“是区别于数学作为印在书上和铭记在脑子里的东西”。他认为，

数学家或者数学教科书喜欢把数学表示成 “一种组织得很好的

状态，”也即 “数学的形式”是数学家将数学 （活动）内容经过

自己的组织 （活动）而形成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把

数学当成一种工具，他们不能没有数学是因为他们需要应用数

学，这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是要通过数学的形式来学习数学的

内容，从而学会相应的 （应用数学的）活动。

另外，对数学还有一些更加广义的理解。如有人认为，“数

学是一种文化体系”“数学是一种语言”“数学是推理的音乐”，

也有人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和把数学看作一门学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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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一个数学教育者更喜欢把它看作一门艺术。张维忠教授

认为数学是一种文化， 《数学文化与数学课程》一书的第四章

“数学的文化价值”，从六个方面加以阐述，即数学———打开科

学大门的钥匙；数学———科学的语言；数学———思维的工具；数

学———一种思想方法；数学———理性的艺术；数学———充满理性

精神。① 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元明教授的观点与之是英雄所见

略同，其所著的 《数学是什么》分四个要点②意在回答 “数学是

什么”：

（１）数学是一种语言，是一切科学的共同语言。
（２）数学是一把钥匙，一把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
（３）数学是一种工具，一种思维的工具。
（４）数学是一门艺术，一门创造性艺术。
有些研究者把数学看成是一种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一种精神和观念，即数学精神、数学观念和态度。尼斯

（ＭｏｇｅｎｓＮｉｓｓ）等在 《社会中的数学》一文中认为 “数学是美学

的一个领域，能为许多醉心其中的人们提供对美感、愉悦和激动

的体验……”美国两位数学教授柯朗、罗宾合著的 《数学是什

么》中也说，“数学是人类意志的表达，反映积极的意愿、深思

熟虑的推理，以及精美而完善的愿望，它的基本要素是逻辑与直

觉、分析与构造、一般性与个别性。虽然不同的传统可能强调不

同的侧面，但只有这些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为它们的综合

所作的奋斗，才构成数学科学的生命、效用与高度的价值”③。

作为一门学科，数学的传播、发展及其精神都要求它能被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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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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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忠数学文化与数学课程 ［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王元明数学是什么———与大学一年级谈数学 ［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ｕｒａｎｔ＆Ｈ·Ｒｏｂｂｉｎｓ什么是数学 ［Ｍ］左平，张饴慈，译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的人们所掌握，数学的学习不会同时而自动地进行，需要靠人来

传授，所以，数学也是我们社会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教学

科目。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们是从数学内部 （即数学的内容、

表现形式及研究过程等几个角度）、数学与社会的关系、数学与

其他学科的关系、数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数学

的性质的。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学的本质特征，为我们数

学教育研究者全面认识数学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视角。湖南大学教

授黄光荣在 《对数学本质的认识》中曾有这样的认识，数学本

质的认识更多地取决于对数学的心灵感悟，这才是接近数学、走

进数学、研究数学和发现数学真理的不竭动力源泉。对数学本质

的认识，是数学认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数学教育论的一个

根本性问题。但人们对数学的不同感受可以得出对数学本质完全

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数学也可以得出对数学本质的不

同理解。所以，对数学本质下一个统一的定义，既不大可能，也

没有必要。我们也没必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思考哪一个关于数学本

质的定义更合乎自己的认识，因为这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节　数学学科的特点

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

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技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却能提供以

上一切。

———克莱茵

每当我读到这段如诗般的句子时，心中久久荡着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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