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思想和方法》教学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数学思想和方法

Mathematics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课程代码：06S1018C

课程类别：教师教育课程/选修课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课程学时：32

课程学分：2

修读学期：第 6学期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

二、课程目标

（一）具体目标

数学思想和方法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开设的一门教师教育选

修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一、古今数学思想概述；二、较系统的介绍主要的数

学思想和基本的数学方法。通过追溯古今数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可以弄清数学

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史实，再现其本来面貌，阐述数学的本原，数学家如何提出问

题，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探究数学科学发展的规律与文化本质，帮助学生

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理论，保证专业素养的提高，培养创新精神，应用意识

与能力；通过较系统的介绍主要的数学思想和基本的数学方法，使学生比较系统

地获得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认识，掌握实施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特点，并能运用这

些理论指导中小学教学实践。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实施，逐步培养学生实施数学

思想方法教学的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为成为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共安

排 32理论课，总学分 2学分（第六学期 16周，每周 2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1. 了解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熟知每一数学分

支的演变与发展，了解每次世界数学中心的变迁所引发的数学思想的几次重要突

破；了解数学国际大奖及其成果产生的深远影响。【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3.1、

3.2、3.3、4.3】



2. 掌握一般数学思想，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培养

学生具备一定水平的思考能力，逐步培养学生实施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能力，并

能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中小学教学实践。【支撑毕业要求3.1、4.3、7.3】

3. 掌握学科方法型思想，数学应用的基本方法；在教学实施中，分小组合

作模式解决问题，能够形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意识。具有主动运

用数学的思想与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支撑毕业要求3.2

、8.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表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3.1 知识素养】具有丰富扎实的教育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专

业知识，掌握主要理论、思想和方法。对数学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的

建构有正确、清晰、合理的认识。

【3.2 学科融合】了解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实践的联系，

认同数学的应用价值。了解新技术，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素养。

【3.3 专业技能】具有良好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

观想象等数学学科专业能力。

【4.3 教研能力】了解教育基本思想和方法，能够自觉掌握数学学

科的新发展和教学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

能力。

课程目标 2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7.学会反思

【3.1 知识素养】具有丰富扎实的教育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专

业知识，掌握主要理论、思想和方法。对数学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的

建构有正确、清晰、合理的认识。

【4.3 教研能力】了解教育基本思想和方法，能够自觉掌握数学学

科的新发展和教学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

能力。

【7.3 勤学善思】 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数学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课程目标 3
3.学科素养

8.沟通合作

【3.2 学科融合】了解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实践的联系，

认同数学的应用价值。了解新技术，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素养。

【8.1 团结协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积极主

动参与小组学习、专题研讨、团队互动、网络分享等协作学习活动，

乐于分享经验和想法。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表2 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安排

第一章 认识数学 课堂讲授，视频播放 课程目标 1 4

第二章数学发展简史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课程目标 1 4

第三章数学分支选讲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1、2 4

第四章 主要数学思想和基本数

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1、2 6

第五章 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2、3 4

第六章 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2、3 4

第七章 数学应用的基本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1、2、3 4

第八章 数学概观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1、2、3 2

合计 32学时

（二）具体内容

第一章 认识数学（4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学的研究内容及特点。

2）了解人类对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认识历程。

2）认识数学的魅力。

2、教学要求：

1）了解数学的研究内容及特点。

2）理解学习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

3）认识数学的魅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了解数学的研究内容及特点，了解人类对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认

识历程。

2、教学难点：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1.1 什么是数学

1.2 什么是数学思想方法

1.3 数学的魅力

【思政元素融入点】

通过介绍数学的研究内容及特点，人类对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认识历程。融入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工匠精神和辞海精神等思政元素，使学生的学习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引导

学生正确做人做事。

第二章 数学发展简史（4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了解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2、教学要求：

掌握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及其应用。

2、教学难点：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2.1 数学思想发展分期

2.2 数学的起源时期

2.3 初等数学阶段

2.4 近代数学阶段

2.5 现代数学阶段

【思政元素融入点】

深刻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首先，

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出了需要。人的认识活动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和完成实践提

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科学研究的任务、科学工作的课题是由实践的需要提出的，

并且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来展开。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活动，是按照一定

规律进行的，这种合规律的活动，久而久之，会在人们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思想，

方法等。结合数学史教育学生要有科学探索，勇于钻研的精神。使学生更好地体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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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发展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数学思想方法；通过数学发明创造推动科学技术

发展的动人故事、数学家精神的展现，培养学生的数学情感、端正学习态度和树立正确

的数学价值观。融入实际案例，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增强学生的数学意识，培养学

生的建模思想。

第三章 数学分支选讲（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1）了解各个数学分支的产生及其影响，掌握其显著的思想方法；

2）认识到每一种思想方法的完善都遵循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

2、教学要求：

1）了解各个数学分支的产生及其影响，掌握其显著的思想方法；

2）要求学生以案例形式说明每一种数学思想。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了解各个数学分支的产生及其影响，掌握其显著的思想方法。

2、教学难点：了解各个数学分支的产生及其影响，掌握其显著的思想方法。

【教学内容】

2.1 数学分支之代数学（符号思想）

2.2 数学分支之微积分（逼近思想）

2.3 数学分支之几何学（公理化思想）

2.4 数学分支之概率论、运筹学（随机思想，优化思想）

【思政元素融入点】

了解课程内容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激发学习兴趣。了解各个分支的的发展历程，与所学

专业内容相关与相近的知识与学生产生共鸣，以针对性问题为线索，提出问题，找出解决办

法，挖掘并呈现解决问题过程中所涉及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思政元素。培养学生通过现象

看本质的逻辑思维，培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意识。

第四章 主要数学思想和基本数学方法（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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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标：

理解一般数学思想、学科方法型思想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利用这些思想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教学要求：了解一般数学思想、学科方法型思想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

利用这些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了解一般数学思想、学科方法型思想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2、教学难点：了解一般数学思想、学科方法型思想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教学内容】

3.1 数学思想方法及其作用

3.2 序化思想与量化模式的构建

3.3 一般数学思想

3.3.1 符号思想

3.3.2 分类思想

3.3.3 转化思想

3.3.4 公理化思想

3.4 学科方法型思想

3.4.1 集合思想

3.4.2 方程思想

3.4.3 逼近思想

3.4.4 随机思想

【思政元素融入点】

了解数学分支的发展历程，数学发展需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引导在生活中

学习，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学会思考。

第五章 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了解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利用这些思想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

2、教学要求：理解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利用这些思

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理解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2、教学难点：理解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教学内容】

4.1 数学观察法与数学实验法

4.2 归纳法

4.3 类比法与联想法

4.4 抽象法与概括法

【思政元素融入点】

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因为本质和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本

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表现着本质，所以要通过分析现象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决不能离开现象去凭空构想事物的本质。

第六章 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理解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利用这些思想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

2、教学要求：理解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会利用这些思

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理解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2、教学难点：抽象与概括的区别。

【教学内容】理解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的含义，特征、分类等内容

5.1 演绎法

5.2 分析法与综合法

5.3 划归法

5.4 关系-映射-反演法

5.5 构造法



【思政元素融入点】

认识到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由于矛盾双方彼此

相通，矛盾双方可以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得到发展，并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

第七章 数学应用的基本方法（4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了解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方法的含义；理解数学模型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掌握几个

重要的数学模型；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步骤；掌握几种重要的统计方法。

2、教学要求：

1） 了解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方法的含义；

2） 理解数学模型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3） 掌握几个重要的数学模型；

4） 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步骤。

5） 掌握几种重要的统计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掌握几个重要的数学模型；掌握几种重要的统计方法。

2、教学难点：掌握几个重要的数学模型；掌握几种重要的统计方法。

【教学内容】

6.1 数学建模法

6.2 统计方法

【思政元素融入点】

明确认识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的过程，即是认识价值的实现过程。实践是认识的起

点，也是认识的归宿，是全部认识的基础。

第八章 数学概观（4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3）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了解每次世界数学中心的

变迁所引发的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了解数学国际大奖及其成果产生的深远影响。

2）深刻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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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出了需要。人的认识活动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和完成

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科学研究的任务、科学工作的课题是由实践的需要提

出的，并且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来展开。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活动，是按

照一定规律进行的，这种合规律的活动，久而久之，会在人们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

种思想，方法等。

4）教学要求：

1）了解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2）了解每次世界数学中心的变迁所引发的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3）了解数学国际大奖及其成果产生的深远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及其应用。

2、教学难点：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2.1 数学思想发展分期

2.2 数学的起源时期

2.4 初等数学阶段

2.4 近代数学阶段

2.5 现代数学阶段

【思政元素融入点】

结合数学史教育学生要有科学探索，勇于钻研的精神。微积分发展史的简介使学生更好

地体会数学的发现、发展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数学思想方法；通过数学发明创造推动科

学技术发展的动人故事、数学家精神的展现，培养学生的数学情感、端正学习态度和树立正

确的数学价值观。融入实际案例，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增强学生的数学意识，培养学生

的建模思想。

四、教学方法

本课程主要采用课堂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用电子课件，

结合多媒体教学，尽量增加课外资料的数量，扩大学生视野。

本课程的讨论主要分布在数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教学案例的一些特定课题

的章节中。由于学生已经学习了一些高等数学，因此采取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谈论自己的观点、每节课安排几个同学上台展示如何用一种数学思想或方法解决

一个具体的题目，为以后的数学教育工作方面提供相应的参考或帮助。

http://www.so.com/s?q=%E7%A7%91%E5%AD%A6%E7%A0%94%E7%A9%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7%91%E5%AD%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F%BE%E9%A2%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7%B1%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7%84%E5%B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B4%E8%84%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鉴于本课程开设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也将进入

教学实习期和步入工作期，鼓励学生在实习期运用本课程所学知识，多与指导老

师交流经验，为以后从事数学教育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五、实践教学安排

分章节分小组分层次进行讨论，梳理所学知识点，采用视频讲解方式和翻

转课堂形式相结合完成知识点总结，学生课堂讲解具体案例的教学，通过模拟中

学数学课堂，组织学生讨论评价，把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

六、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考查；采用开卷考试形式进行。

方案 1 结构成绩（期末成绩（50%）+平时成绩（50%））。

方案 2 结构成绩（期末成绩（60%）+平时成绩（40%））。

《数学思想与方法》课程考核成绩由以上两部分成绩合计，平时成绩最低

分数线为 50分，期末成绩最低分数线为 50分，且课程总成绩达到 60分，三项

中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课程总成绩按不通过记。

平时成绩包含考勤及表现（40%）+平时作业（30%）+小结或单元测验（30%）

期末成绩 论文（满分 100分）

1 （自选一具体课程）中的数学思想方法。

2 自拟题目（要求与数学思想方法有关）。

七、课程评价

（一）课程目标评价标准

表3 课程目标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价标准

90-10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0-59分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1.很好地掌握

基本知识点；

1.较好地掌握

基本知识点；

1.能够掌握基

本知识点；

1. 了解数学发

展和数学分支

1.不能完全掌

握基本知识点；



2.具备很好的

数学素养；深刻

理解数学学科

的育人价值。

2.具备较好的

数学素养；较好

的理解数学学

科的育人价值。

2.具备一定的

数学素养；领会

数学学科的育

人价值。

的演变与发展

中所产生的数

学思想和方法；

2.基本具备一

定的数学素养；

基本领会数学

学科的育人价

值。

2.不能具备具

备一定的数学

素养；

课程目标 2

1.具备很好的

数学学习方法

和策略；

2. 能将数学思

想方法与教学.

融为一体。

1.具备较好的

数学学习方法

和策略；

2. 能较好将数

学思想方法应

用在教学中。

1. 掌握数学的

思想方法和学

习方法；

2．能将数学思

想方法应用在

教学中。

1.基本掌握数

学的思想方法

和学习方法；

2.在教学学有

应用数学思想

方法的意识。

1.不完全掌握

数学的思想方

法和学习方法；

2. 没有在教学

学应用数学思

想方法的意识。

课程目标 3

1. 具备很好学

科方法型思想，

数学应用的基

本方法；

2.能有效沟通

合作和团队协

作；有很好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1. 具备较好的

学科方法型思

想，数学应用的

基本方法；

2.能较好的沟

通合作和团队

协作；有较好的

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1. 具备学科方

法型思想，数学

应用的基本方

法；

2.具有沟通合

作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有解

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1. 基本掌握学

科方法型思想，

数学应用的基

本方法；

2.具有沟通合

作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的意

识；有解决实际

问题的意识。

1. 不具备学科

方法型思想，数

学应用的基本

方法；

2.没有沟通合

作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没有

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评价方法

课程评价主要是本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主要采用定量评价

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课程调查问卷、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应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见表4。

表4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调查问卷 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1 √ √ √

课程目标 2 √ √ √

课程目标 3 √ √ √

1.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实现。调查问卷根据本门课程目标制作，主要反映被调查者

（教师本人和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的满意度，根据被调查者的满意程度赋分。

表5 教师、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 教师评价 50% 学生评价 50%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1 T1 S1 课程分目标 Ai 达成度

=0.5×Ti+0.5×Si ，

（i=1,2,3）;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

=min{Ai}

课程目标 2 T2 S2

课程目标 3 T3 S3

2.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包括考勤，作业，试讲等，任课教师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方式并按完成情况赋分，其中试讲是学生自评和小组成员之间互评取平均分，教师

进行点评；期末考试成绩根据学生得分赋分，最终按照表 6所列分值为百分比权重进行转换。

表6 课程考核成绩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3.综合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综合评价按照定性和定量所占权重进行综合计算，具体如表 7 所示。

表7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50% 期末考试成绩 50%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1 30 40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Bi=

0.5×（分目标平时成绩平均分/

分目标平时成绩总分）+0.5×

（分目标期末考试成绩平均分

/分目标期末考试成绩总分）

（i=1,2）；

期末考试各分目标平均分、总

分按试卷详情核算；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min{Bi}。

课程目标 2 60 40

课程目标 3 10 20

课程目标 调查问卷 20% 课程考核成绩 80%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1 A1 B1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0.2×Ai+0.8×Bi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课程分目标达

成度的最小值。
课程目标 2 A2 B2

课程目标 3 A3 B3



八、课程资源

（一）建议选用教材

吴炯圻、林培榕，数学思想方法（第二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二）主要参考书目

[1] 张顺燕，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顾沛，数学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波利亚，怎样解题：数学思维的新方法，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4] 柯朗，罗宾，什么是数学：对思想和方法的基本研究第四版，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5]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2.

[6] 顾泠沅，数学思想方法，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

[7] 邓鹏，高等数学思想方法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8] 波利亚，数学的发现，对解题的理解研究和讲授，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9] 杨启贤，数学思想方法解读，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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