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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简介

胡清林

（西昌学院 数理系，四川 西昌 &%*"!!）

!" #$ 张景中院士创立了《教育数学》，在实验的基础上，在广州大学成立了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是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为推动数学教育改革，本文介绍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广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教育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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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年的秋天，笔者先后接到江西师范大学孙

熙椿教授和广州大学陈文立教授、张志青书记的通

知，邀请参加!""/年%!日!0—!.日在广州大学举行

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筹备会会

议。笔者从事数学教育，梦想有这样一个全国性学

会，非常高兴。后来，孙熙椿教授又在电话上说：“虽

然我们不相识，张景中院士推荐您出席筹备会会

议”，笔者回答说，“本人向张景中院士学了多年的教

育数学〔%〕，一定参加筹备会”。事不由己，病情的发

展，因动手术，未能如愿。今年，张景中院士在电话中

对笔者说：“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参加会议。”在学

习教育数学的过程中，得到张景中院士的指导，笔者

先后得到张景中院士赠的几本教育数学丛书和刘宗

贵教授赠的《非!语言一元微积分学》（张景中于美

国,威奇托作序）、陈文立教授赠的一套《新微积分教

程》（张景中审，国家教育部“高师教学改革计划”部

级立项G’%#.-项目）。“非!语言”就进入笔者教学的

课堂，受到学生的欢迎。在!%世纪数学技术〔!〕中提出

实现大众数学的步骤；在文〔/〕中论述了未来的数学

教育学是交叉学科；在数学教育改革中，应国际数学

教育委员会（P8;P）邀请，笔者出席了于%))!年在加

拿 大SD:I:?举 行 的 第 七 届 国 际 数 学 教 育 大 会〔#〕

（P8;B$0）；%))& 年在西班牙 ’:J5@@: 举行的 P8;B$.〔*〕。

在全国首创彝族高等数学教育模式〔&〕研究中，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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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赞誉教育部立项的!"#$%课题成果〔&〕，笔者得到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院士的来信建议〔’〕。在

()语言代替!—语言〔*〕中笔者提出：称非!语言为“张

景中（(+,-. !/-.0+1-.）语言，或张（(+,-.）语 言 、简

称()语言。”笔者应国际数学联盟（234）组委会的邀

请，出席了国际数学家大会”（253%66%），并受到当

代世界著名科学家、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国际数学家

大会名誉主席陈省身院士的接见，此后陈省身院士

多次给笔者来信，指导民族数学教育。笔者站三尺讲

台四十个春秋，去到北美和欧洲，深知数学教育改革

的艰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成

立，它将推动数学教育改革，笔者有幸成为学会理

事，表示由衷之言，使数学教育界的朋友们关注它的

成长。

二、学科带头人张景中院士为学会创立了

学说《教育数学》

产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简称中国教育数学学会）的理论学说是《教育数

学》。“什么是《教育数学》”，这正是张景中院士在

$*’’年’月在（中国%$世纪数学展望会议》上的一个

发言的摘要一文的题目（原载（数学教师》，$*’*，%），

%667年8月%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

员会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编“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简讯”（第$期）、江西

师范大学教育数学研究所编“593:中国教育数学

学会通讯”（第一期）都转截了“什么是（教育数学》”

这篇文章。回答了“什么是教育数学”这个问题，张景

中院士说：“什么是《教育数学》。

教育数学与数学教育不同，但两者有密切的联

系。数学教育是教育学的一支，而教育数学是数学的

一支。要讲什么是教育数学，得从数学教育谈起。

数学教育要研究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教什么”？即教材问题。

其一是“怎样教”？即教法问题。

两者之中，更重要的当然是教材问题。因为如果

不道教什么，怎样教就无从谈起。

那么，数学教材从何而来呢？

数学教育通常认为：把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

基本素材———数学材料，经过教学法的加工，便可以

形成教材：

所谓教学法加工，只是剪裁、整理，
·
不

·
包

·
括

·
数

·
学

·
上

·
的

·
创

·
造。

但是，笔者认为，从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出发，仅

仅进行不包含数学上的创造的“教学法加工”，是难

以形成好教材的。

事实上，从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到课堂上使用的

教材，常要经过两种性质不同的加工。

首先要进行数学上的再创造，使琳琅满目但却

杂乱无章的材料蔚然成序，成为符合教育基本规律

的“经典教程”。这部分工作是数学的任务。承担这

一任务的数学家也就是教育数学家。

在经典教程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或多次的教学法

加工，使之适合当地的学生、教师及社会的条件，成

为实际应用的教材，这部分工作是教育学的任务。具

体地，是数学教育的任务。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数学教

育家。

也就是说，应当是这样的过程：

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如果只有“教学法加工”，那就不可能有《几

何原本》、《几何基础》、《分析教程》。这些足以在相当

长期间影响课堂的经典教程出现，要靠教育数学家

的辛勤劳动。

欧几里得、柯西、希尔伯特，他们不但是数学大

师，同时也是卓越的教育数学家。”

张景中院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教育数学三原

理：

“第一条原理：在学生头脑里找概念。

第二条原理：从概念里产生方法。

第三条原理：方法要形成模式。”

张景中院士说：“把学生头脑里的东西研究一

番，利用其中已有的东西加以改造形成有用的概念，

是个重要手段。这样，学生学起来亲切容易。

光有概念不够，还必须有方法。数学的中心是解

数学 数学

成果 教材

数学家创造 教学法加工

数学 经典 数学

成果 教程 教材

数学的再创造

（教育数学）

教学法加工

（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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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方法怎么解题？从概念里产生方法，就是说

有了概念之后，概念要能迅速转化为方法。不能推来

推去走过长长的逻辑道路学生还看不见有趣的题

目，摸不到犀利的方法。

方法不能过多，不能零乱。要形成统一的模式。

像吃饭一样，光吃零食不利于肠胃吸收，不利于健

康。形成模式，即形成较一般的方法，学生才会心里

踏实信心倍增。

总之，教育数学三原理很简单，无非是说概念要

平易、直观、亲切，逻辑推理展开要迅速简明，方法要

通用有力。”

张景中院士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三个生动的例

子，最后说：“把庞杂的数学论文理出头绪写成专著，

把深奥的数学定理证明初等化使更多的人理解，也

属于教育数学的内容。

教育数学的成果如何为数学教育服务？这个问

题更具有迫切性、实践性，也更为困难。它期待着关

心数学教育的志士仁人的指点、批评及切实地工

作。”

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

会成立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在张景中院士倡导、组织下，经全国数学界、教

育界等同行专家的不懈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由“教育部办公厅‘教厅综函

〔!""!〕#$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社登

（!""%）第%&&号’文”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学会

（!""%）!#号’文”正式批准登记成立。学会为国家二

级学会，挂靠广州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于!""’年#月(#—(&日在广州大学召开，参加成立

大会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广州

大学等二十多个省、市的七十多所高等院校、中等学

校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一百三十多名代表。王元、文

兰、刘应明、张恭庆、姜伯驹、徐利治、张奠宙等著名

专家学者以及广州大学、汕头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科学出版社和台湾九章数学基金会等单位来函表示

对学会成立大会的热烈祝贺。(#日上午)时，中国教

育数学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广州大学庾建设校长代

表广州大学党政领导，对成立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他说：“教育数学是张景中院士根据欧几

里得的｛几何原本》、柯西的《分析教程》和布尔巴基

的《数学原理》等诸位教育数学大师的著名范例，创

造性地提出并积极倡导的第一个全新的理论，经过

多年的研究、实验，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的学科。

该学科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数学教育的提高水

平、拓广视野、改变方法、降低难度等问题，将提出各

种可行方案，对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这门学科的任务是：基于数学教育的需要，根据

教育数学的规律，对数学研究成果及数学教材进行

数学上的再创造式的整理，提供教学法加工的材料。

它是介于教育学与数学之间的以数学为主体的新兴

的、交叉学科。教育数学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一门全

新的学科，教育数学的发展，必将对我国的数学教育

事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深信，这种影响必将

扩展到全国，必将推广到全世界。”庾建设校长还介

绍了广州大学从(**#年开始，陆续调入了张景中院

士、杨路教授、单教授等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数学教

育家，并成立了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以开展教育

数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张景中院士提

出的独具特色的“智能教育平台”的理论和实践，使

智能教育软件的研究及其在数学教学上的应用，取

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好的反响的丰富成果。组建了

以张景中院士为首的“面向!(世纪数学分析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非!语言数学分析”项目

组，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课题“高等师范教育面向!(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从(**)年开

始，进行了长期实验与研究。项目组成员：广州大学

肖治经教授为首，编写了《非!语言数学分析》讲义，

在数学系*&、*)级进行教学实验；成都大学都江分校

的刘宗贵教授编写并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非!语言一元微积分学》，并在成都大学进行了长达

六年的教学实验；重庆师范大学陈文立教授(***+
!"""年在重庆进行了两年的教学实验，其后，礼聘陈

文立教授到广州大学，编写了根据张景中院士所提

出的“非!极限理论”以及“连续归纳法”对“高等数

学”课程的教材、教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新微积分

学》讲义，并在广州大学计算机系!""(—!""%级进行

了三年的教学实验，反映良好。庾校长说；“目前，我

们还将此项实验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出版该教材，并

将其推向全国。”

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院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王建

磐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们充分肯定

了开展教育数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对学会的成

立表示热情的支持与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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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大会上，张景中院士作了题为“教育数学

与数学教育”的学术报告。主席团秘书长杨路教授作

了学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报告。杨路教授还作了

题为“不等式的机器证明”的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

的还有：蒋声教授“教育数学的历史和现状”、杨汉生

教授“计算机算法与结构教学法”、丘维声教授“数学

改革的理念与实践”。东方公司的左传波先生作了题

为“从几个实例看!"!智能教育平台对教育数学的

支持”、北大附中王明宇老师作了题为“几何构筑的

美丽”的大会发言。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建立了学

会组织机构。大会决定成立（教育数学与数学技术学

报》筹备小组，由杨路教授负责筹备工作。大会决定

设立学会网站，由北京大学徐庆和老师负责。#$$%年

&月’(日’)时，中国教育数学学会成立大会，即中国

教育数学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

会章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章程

共有八章四十八条。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学会的名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教 育 数 学 专 业 委 员 会 （ 英 文 名 称 ：*+,-./.
012+.312,415 674,.28 97: ;<=412,7-15， 英 文 缩 写 ：

*06;）。

第二条 本学会是由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中等学校的数学与计算机专业人员自愿结合，经国

家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学会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

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通过科学研究及成果发表，为我国教育

事业服务。

第四条 本学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教育部，接

受国家民政部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业务指导和监

督管理。

第五条 本学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学会的业务范围是：

（一）开展有关教育数学的研究，组织教育数学

的研究成果的交流。推动我国的中等学校、高等学校

和研究机构的各类数学课程和教材的改革工作。

（二）开展数学技术交流活动，推动教育软件的

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并组织优秀教育软件的

评审推荐活动和宣传教育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

（三）创办《教育数学与数学技术学报》，为上逑

工作提供理论阵地，并争取在五到八年间办成在全

国乃至国际上有影响的科技期刊。

（四）建立学会直属网站。

（五）根据发展的需要，组织人才培训，人才交

流，提高各类教师队伍素质。推动教育数学和数学技

术的健康发展。

（六）开展与国外与数学有关的教育数学专家学

者交流合作，扩大我国的教育数学的研究成果的影

响，使之逐渐成为一项具有国际影响的新学科。

（七）开展与国外教育软件行业的交流合作，推

动教育软件技术、教育软件产品出口，引进外资与技

术。

（八）完成政府部门委托的有关工作。

下面几章的各条内容在此不一一介绍了。第三

章会员（第七>十三条），第四章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产生、罢免（第十四>二十九条），第五章资产管理、

使用原则（第三十>三十八条，第六章章程的修改程

序（第三十九、四十条），第七章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

财产处理（第四十一>四十五条），第八章附则（第四

十六>四十八条）。

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

会组织机构

按学会章程第十四条规定，本学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长：张景中

顾问：王元、王梓坤、文兰、刘应明、张恭庆、姜伯

驹、徐利治、张奠宙、陈万鹏、庾建没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路

副理事长：王建磐、叶向东、丘维声、周兴和、陈

贵云、徐晓泉、韩云瑞、蒋声

常务副秘书长：陈文立、张志青

副秘书长：刘太顺、孙熙椿、陈灿、罗明、张雄、柴

俊

常务理事共&&人，略。

学报编辑部负责人：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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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 队伍建设就成为此项教学改革能否达到

预期目的的关键。调配了知识面较广、素质较高和富

有敬业、创新精神的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教师，担

任教学任务；通过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内重点

大学跨专业进修相关专业的课程，加强综合文科教

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要求综合文科教育专业教师

通过校内跨专业听课和业务自修，扩大知识面，了解

多学科前沿知识，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科研

教研活动，通过校内相关专业组成的多学科研究小

组，集体研讨，承担科研项目等。这些措施的实施，较

好地解决了教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口径问题，拓宽

了教师的知识面，优化了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教

师的业务水平。

总之，课题研究在深入总结“主辅修制”改革经

验、开展调查研究和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采用

“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的方法进行，确定了符合

教育规律和实际的综合文科教育专业全新的培养目

标和规格，建立了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了全新的教

育内容和课程体系。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门课

程的教学大纲和综合课程教材，并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根据教育部有关对教学的要求，整合学科知识、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按照“各科并重，注重融合，加

强基础，强化能力，提高素质”的原则，保持现有师范

课程体系的公共必修课和教育理论技能课，通过学

科间的融合和学科内的融合，组成跨学科和本学科

综合课程，因地制宜，重新设计，主修专业必修课程

和应用型课程及选修课程，加强基础和实践（实验）

技能训练，综合文科教育专业已招收学生两届#$余

名。

网站负责人：徐庆和

六、全国第一所教育数学研究所在江西师

范大学成立

为了开展和推动张景中院士所提出和倡导的教

育数学这一新型学科，江西师范大学领导决定成立

教育数学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数学研究所。

江西师范大学领导非常重视成立教育数学研究所，

校长兼党委书记游海教授亲自签名聘张景中院士为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派中国教

育数学学会发起人孙熙椿教授，专程前往广州大学

将聘书送到张景中院士手中，副书记、副校长等领

导；眭依凡、付修延、余欢、曹杰忠同志都非常支持成

立研究所，并选派刘应明院士的优秀博士生，江西省

十大杰出青年徐晓泉教授任所长。张景中院士还同

意将江西师范大学教育数学研究所列为经民政部

（%$$&年’月%(日下文）核准注册成立的中国教育数

学学会直属研究所，并书写了“教育数学研究所”的

题辞。%$$!年"$月"!日“教育数学”学科带头人张景

中院士主持了由孙熙椿、徐晓泉、高茂庭及临川二中

李盛光研究课题《初中平面几何)*教法与计算机证

明研究》成果鉴定会，成果对中学数学现代化（机械

化）首次探索，张景中院士作了“国内第一，国际领

先”的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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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中+教育数学探索+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胡清林+%"世纪的数学技术+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两院学部主办），"’’#，"’（!）：#$,#%+
〔&〕胡清林+数学教育学是交叉学科+西昌师专学报（自科版），"’’(，!："-,".+
〔!〕张奠宙主编+数学教育研究导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胡清林+我国数学教育在前八届/012上交流的回顾+数学教育学报，"’’#，-（!）："$-,"$#转""$+
〔-〕胡清林+彝汉双语数学教学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科版），%$$"，"$（"）：.#,’"+
〔#〕景志明，李道华，胡清林+凉山州彝汉双语教育发展的研究+凉山大学学报，%$$%，!（%）：’(,’’+
〔.〕胡清林+抗日战争中的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中国科技史料，"’’!，"(（&）：--,#&+
〔’〕胡清林+3—语言代替!—语言+中国教育教学研究杂志（高教版，香港），%$$!，-（&）：-",-%+
〔"$〕科研处+简讯（胡清林教授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01）+西昌师专学报，%$$%，"!（&）：##,.$+

!!!!!!!!!!!!!!!!!!!!!!!!!!!!!!!!!!!!!!!!!!!!!!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 "- 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