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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教而教

周长生　著





序一

周长生老师，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自１９４９年起一直在北京四中工作，
曾任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热爱并献身于中学数学教育事业。担任过北京市数
学学会理事，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被聘为国家考试中心
兼职研究员，曾连续８年参加全国高考数学学科的命题工作。编写出版多种
教材、数学学习读物。他是一位教学成果丰硕、深受学生尊爱的老师。

周老师在四中近６０年，我和他相处近５０年，对他比较了解。结合这本
文集，我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前３０年，他主要教高三数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发现高三的学生
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基本都是初中和小学打下的基础好。因此，他认识
到在基础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的教育比高中更为重要。于是在后３０年，他
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初中数学教学的实践和思考上，在这本文集中多数材料都
与初中有关。

周老师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清楚地知道，他丝毫不是为了
总结什么经验，更不是为了留下什么纪念，而是抛砖引玉，为了进一步探讨
中学数学教育的规律，因而，把这本文集的所有材料集中到一点，也只是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学数学教育的规律是什么？根据他几十年的实践体验，
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古老的教育格言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倒是
符合中学数学教育的基本规律。怎么样把学生 “领进门”呢？他认为主要用
高层次的观点、理论、思想和方法武装学生头脑，使其居高临下。“修行在个
人”又是怎样体现的呢？他认为，在学生独立学习的条件下，培养他们养成
认真读书、深入思考、不断归纳总结的良好学习习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并非是他教学实践的开始，而是教学实践的漫长的过程和结果。周老师以
主张自主、爱思考、勤思考的积极的个人形象在四中度过了几十年。他不喜欢
做那种 “不假思索，随波逐流而迎合时尚的人”。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名、
不唯群、不唯风、不唯洋、只唯实。凡事都独立思考，形成他特有的创新性教
学理念，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性数学学习方法。文集的出版，提供给同事们
一起研究，使研究更深入一些，使我们的数学教育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燕纯义
２００７年６月



序二

我一直不想写这个谓之 “序”的东西，因为，身为学生的我给老师的著
作作序，在我看来是有些不自量力了。周长生老师对这一理由却不以为是，
而且向我重申了他老人家 “一唯六不唯”的座右铭，在周老师的一再催促下，
我终于拿起了笔，可谓 “恭敬不如从命”。

在北京四中学习的５年中，周老师教过我们班数学课，我也有幸在一次
学工中跟着周老师和工厂的师傅一起搞技术革新，虽然与周老师接触的时间
不算长，但他老人家执着、率真的品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后２０年
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我才有机会与周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数学教育讨论
班上再次相遇，那时我已经在大学从事数学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让我惊讶
的是时隔那么多年再见面周老师竟叫出了我的名字。从那时起至今又有十七八
年的时间了，这期间由于对数学教育的共同关心，使我们有了相对较多的联系。

周老师今年已经华诞９０，离休多年，身离职而心在岗，一直心系 “学生
如何才能真正学好数学”，从未停歇对我国数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思考。细
致了解周老师的数学教育思想，是从拜读周老师的两本书 《为不教而教》和
《初一代数自学读本》第一册中受益的，特别是２００７年出版的 《为不教而
教》。读周老师的书，会让人有别样的感觉，不是系统的理论阐述或大道理的
说教，而像是面对面地和一位可敬的长者在亲切交谈，自然、幽默而又独具
风格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数学实例，使读者从中领悟到做人、做事、
做学问、做教育的哲理，细细地品味为什么要教数学与数学该如何教、为什
么要学数学与数学该如何学的道理。周老师的多篇文章中都突出了 “差异与共
性，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等思考问题的基本思想和 “分清简繁，从简到
繁，化繁为简，以简驭繁”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加之对数学概念 “意义”的
追寻和对数学知识逻辑联系的强调，从而使读者感悟到数学教育的真谛。

很高兴 《为不教而教》即将再版，这是一部值得数学教师、数学教育研
究者、学生乃至更广泛的读者认真阅读的书籍。读周老师的书，也需要 “一
读二想三归纳”的方法和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态度，如是便可从中获得
感悟和启迪，激发灵感和智慧。

周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棵常青藤，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张景斌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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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四中

我不是四中的毕业生，可是我的成长在四中。我已经６０多岁了，从二十
来岁到现在，我都是在四中度过的，我是伴随着四中的新生来到这古老的校
园的，又是可爱的四中培育了我，使我进步，帮我提高，促我成熟，给我
荣誉。

记得那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春光明媚，晴空万里。在李复生校长的率
领下，孙逊、乔宏志和我，从灵境胡同出发，徒步来到西什库，接管北平四
中，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从那以后，校名就改为“北京四中”了。

为什么是从灵境胡同来呢？那时，还实行着军事管制，全市最高行政机
关，还不是市政府，而是军事管制委员会，下面的文教军管小组就设在府右
街灵境胡同的一座破庙里。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我们夜里睡觉，铺草而卧，

白天开会，席地而坐。接管四中就是这个小组决定的。这个军事管制小组就
是今天北京市教育局的前身。

据说接管以前四中养花，誉满京城，花卉品种比公园还多。学校有专门
的养花工，为了浇花，在礼堂东面还打了一口几丈深的水井。可是，接管时，

教室里的情景却使人吃惊，课桌是用土坯架起来的木板条，座椅是学生自己
摞起的破砖头，并在砖头上面垫些稻草，进教室，如同走进牛棚。新中国成
立前夕，四中成了国民党军队的炮兵阵地，原来的课桌椅全被他们劈成柴，

烧了火。学校办学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物质基础，也被破坏殆尽。接管后，由
文教军管小组领导柳湜同志亲自批准，很快运来几百套新的课桌椅，全校同
学无不高兴万分。

我在解放以前，虽然接近了进步的革命团体，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
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可以说并不真正了解。是在四中，我转为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团员；是在四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也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四中打下的。近十年来通过
对社会现象和教学的深入思考，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过去几十年自己走过的
路程，我才感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学习哲学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解放初期，根据当时学校的要求，我开始认真地学习《实践论》和《矛盾
论》等哲学著作。从十分陌生，到懂得一点点，进而逐渐熟悉，终于把两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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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变成我后半生的思维习惯。一个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一个是共性和个
性、绝对和相对的观点，它们不仅指引我去处理教材，改进教学，更重要的
是使我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业务打下基础，也是在四中。虽然新中国成立前我读了重点中学和知名
的大学，学了不少的数学知识，可是许多都是不理解的“散装品”。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初，结合着教学从头学业务。学校还送我到师大进修过几何基础。那时，

我和教研组长王景鹤老师住在一屋，他非常热忱地给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

介绍我看戴德金的《实数探原》，我实数的基本理论就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费
了两三年的工夫，才基本弄清的。

１９５４年春，教高三立体几何的老师管恕同志因工作的急需，突然调往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校破例做出决定，把我一下子从初中提到高三。虽然
我从来没有学过立体几何，但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信任和鼓励下，我勇敢
地担当起这个十分艰巨的新工作，并且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如果不
是前几年认真学习了有关的基础理论，这个任务我是很难完成的。

从１９５４年到今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５０年代两个基础理论的学习，

一个是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一个是数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这两方面学习相
结合的过程和结果，使我由一般处理教材到改进了教学。传统的数学教材，

与其他各科相比，尽管系统性较强，但是，依据教学的观点，从整体来看，

它的致命之症则是孤立割裂，我的处理方法就是寻求联系或共性，长期的教
学实践证明颇有实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是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来到了四中，

是在四中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虽然我已经离休
了，但是并没有离开在四中教书的工作岗位，为办好学校、培育人才，我还
要贡献微薄的力量。

（本文写于１９８７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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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片

座右铭

一唯六不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名、不唯风、不唯群、不唯洋、只
唯实。

对待教学理论经验的态度

听得懂，辨得清，抓得住，行得通，有了实效才认同。拒空话于门外。

关于世界事物属性的一些基本原理

一、任意一组事物都具有共同属性；

二、共性寓于个性；

三、共性个性具有相对性。

基本思维方法

找共性、证共性、用共性（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即归纳、演
绎）

教育观

训练＋习惯＝教育。

主要习惯，勤奋＋方法。

勤奋，主要指勤于读写，勤于思考。

方法，主要指归纳和演绎。

勤奋＋方法应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从而，勤奋＋方法＝能力＝素质＝创新＝学生为主体＝……以不变应万
变。从而，班级授课制应以班级读导制取而代之。课本宜改为读本。怎样导？

主要是，要使学生居高临下，用高观点把学生领进门来。高观点是一般性东
西，用归纳法可以找到。

问题

一、溺爱
父母溺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害了孩子。

教师溺爱，讲讲讲讲，不读不想，死记硬背，没有消化，害了学生。或
支离破碎讲讲讲，学生不读又不想，死记硬背没消化，害了学生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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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
性，不见共性）

三、轻用，轻书，轻基本功，轻基本方法，轻归纳，轻发现提出问题，

重雕虫小技。

经验教训期望

一、教学主要目标
为不教而教（即使学生具有独立学习数学的能力或会学数学）

二、学生主要学法（勤奋＋方法）

１．学必精读写，读写要深思，思要归纳和演绎；精读深思十六字要诀：

逐字逐句、字斟句酌、反反复复、断断续续。

２．注意中学数学特点：粗略公理体系，具体和抽象，粗略和精确的关
系等。

３．遵循学习数学的一些原则：基础性、必要性、逻辑性、范围性、层次
性、和谐性、整体性、二知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简驭繁等。

三、教学主要原则
根据“共性个性具有相对性”原理，用高层次的观点、理论、思想、方法

（如数学特点、学习数学原则、比喻等）武装学生头脑，提高他们的认识，使
其居高临下，或发现提出问题，或分析解决问题。

四、教学主要环节
读、写（包括作业）、议、问、讲。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重要的

分清简繁、从简到繁、化繁为简、以简驭繁；化简方法要掌握，简单东
西要熟练，简繁具有相对性，随着场合而改变。

（教书一辈子，自我总结：经验∶教训＝成绩∶问题＝３∶７。以上主要是
从我自己的中学数学教学实践提出，有局限性。请批评指正。）

（本文写于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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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教育部《规划纲要》的建议

编者按：

此文系我校周长生老师于２０１０年３月给教育部规划纲要组写的建议，我
们觉得建议写得很好。在校友报上发表，供广大校友参考。特别是在指导孩
子学习方面，很有现实意义。

《规划纲要》意见收集组：

我是北京四中的离休教师，今年８５岁了。１９４９年３月，我作为党派去的
工作人员参加接管北平四中。后来一直在北京四中任教，离休后一直关心和
研究初中的数学教育。

我高兴地看到了《规划纲要》文本，也很兴奋地读了两遍。感到国家对教
育的重视，并开始走上了教育强国之路。趁此《规划纲要》向全民征求意见之
时机，也简略谈一些想法。

１．教育的一般定义是：培养习惯。我认为这个定义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
观的。

习惯是第二天性。

习惯高于兴趣。

习惯总是可以养成的。因而，习惯也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将会给
全国教师搞好教育事业以极大的信心。

事实上，一个教师，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总是在培养学生这样或那样
的习惯。百年来，学生普遍存在死记硬背的习惯，不就是全体老师集体合作
的“成果”吗？但是，要改变这种恶习也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２．《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种类有：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继续教育。

以上六种教育，在“智育”的内容上任何两个都有本质的差异。但在学习
习惯和方法上，却有着本质的共同点：

（１）应具有三种良好的学习习惯，独立自主学习。

认真读书的习惯
深入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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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的习惯
（可简称之为：一读二想三归纳）

或刻苦读书的习惯
刻苦思考的习惯
刻苦归纳总结的习惯
（可简称之为：三刻苦）
（２）应掌握高层次的学习方法，居高临下学习。

例如，演绎的方法，以简驭繁的方法，都是高层次的方法，在数学中有
着普遍的应用。“高层次”是指高于课本上基本数学知识。不要把方法和知识
混为一谈。

３．三种习惯与高层次方法具有实践性、规律性、普遍性、永恒性、操作
性、有效性。是“智育”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有关“智育”的一切问题的关键。

例如：创新问题、能力问题、质量问题、素质问题、兴趣问题、以教师为主
导问题、以学生为主体问题等。甚至《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优质教育资源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择校问题、负担问题等也可基本或根本得到解决。

三种习惯和高层次方法，也是培养精英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温
总理和钱学森时常忧虑的那个世界级的高端人才，决不会产生。

总之，我认为，三种习惯和高层次方法，是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了这
个，全国任何一个学校的学习质量都可以提高。从三种习惯和高层次方法着
眼，就看不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哪个比哪个更有优势。

在过去，我常说：

一读二想三归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一读二想三归纳，比清华还清华，比北大还北大。

如果相信我不是胡扯，而是科学，那么，他还会花钱去择校吗？他还有
不公平的感觉吗？对于花钱上重点校，我早就有个看法，“十万不多，一千不
值”（请参考看《为不教而教》１７页）。

中国教育之所以有很多矛盾，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领导、专家、校
长、教师、学生、家长执迷于讲授造成的。解决的途径是，从执迷于讲授转
变为执迷于读书。如果不能实现由“讲迷”往“读迷”的转变，中国教育事业的
发展将事倍而功半。

４．《规划纲要》说，义务教育乃教育工作重中之重。

三种习惯的培养，高层次方法的掌握，必须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这样，

才能使义务教育起到打基础的作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