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但当我们去观课的时

候，很多老师还是按以前的方

法教，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化的

力量在哪里。”他认为，文化

对教育影响巨大，因此政府做

任何教改或课改之时必须考虑

自身文化特点及优势，“其他

国家都承受了一些恶果的”。

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

学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教

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我

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

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

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

加坡文化。”他强调，新加坡

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

植于新加坡文化。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梁

贯成获国际教育委员会颁授堪

称“数学教育诺贝尔奖”的弗

兰登特尔奖，这是该奖自设立

以来首次颁予亚洲学者。弗兰

登特尔奖评审严格，获奖者不

仅需开创数学教育新领域，还

要在该领域有超过十年的研

究，并提出具学术价值的新理

论。梁贯成多年来在教育比

较、东西方文化对数学教与学

影响上有深入研究，他发现中

国儒家思想对数学学习有正面

影响，可部分解释为何亚洲中

小学生在数学方面表现一直优

于西方学生。 

无疑，梁先生获奖对华人

数学教育走向世界是一个莫大

的鼓舞。毋庸讳言, 当今数学教

育的学术话语权在西方，华人

数学教育是必须看西方, 向西方

学习，努力尝试融入西方的环

境？还是东西方数学教育共

融？梁先生的研究也许让我们

有所启发。 

梁贯成是土生土长的香港

学者，自幼在儒家文化薰陶中

长大，及后在伦敦攻读博士学

位，期间发现东西方文化圈下

成长的人对数学教与学有不同

的认识及看法，而儒家文化圈

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尤为明显。

梁贯成指出，2000年香港教育

改革引入很多西方教与学思

 梁贯成获“数学教育诺贝尔奖” 

梦想与展望：未来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2021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展望主题论坛”活动通知发出后，得到了一些数学教育家、数学教育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为

了让本次论坛取得更广泛的影响、让与会者得到更多的收获，综合各方面因素并与国际上著名的华人数学教育家协调，现将

会议做如下调整： 

1.将原定于2014年2月9日～11日在北京举办的“2021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展望主题论坛”调整至2014年5月21日～23日在

北京举行。 

2.同时借梁贯成教授喜获国际教育委员会颁授的弗兰登特尔奖之际，本次活动主题调整为“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

分享与共识：发展中的华人数学教育及其影响”。 

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  

香港大学梁贯成教授 

分享与共识：发展中的华人数学教育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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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国家跨越发展和社会转型之际，教育亦将发生重大变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在自己

的平凡岗位上，除了“脚踏实地”埋头做事，还需要“仰望星空”抬头展望，着眼于未来，工

作在当下。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规划了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家改革发展宏伟

蓝图，制定了未来1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这些决定凝聚了人心，赢得国际

社会的高度评价，也必将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生活，新的展望适逢其时。 

当谈及数学教育，数学课程是绕不开的话题，下面让我们一起分享12月15日“2021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展望”讨论班的精彩内容。  

围绕讨论主题，孙晓天老师作了关于中国数学教育走向的发言。孙老师说“展望”不是

从头再来，要基于现有的文献基础，尽量避免“翻烧饼”。现有的文献有《二十世纪数学教育

展望》及《中国数学教育：传统与现实》，前者“展望”的基本精神已经在后来的《标准》中

得以呈现。 后者第九章：中国数学教育的走向，这是迄今最新的展望。 

1月11日讨论班内容精彩预告 

为迎接“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

议”的顺利召开，特举办一系列讨

论班活动。1月11日讨论班活动即将

到来，为了能分享您的智慧，使我

们的讨论更加深入，特拟定如下讨

论话题。如果您对于这些话题有研

究或有想法，请尽快告诉我们，我

们将安排您的发言，以更好地组织

研讨。 

话题1：关于数学理解的评价体

系（可以是终结性评价、也可以是

过程性评价）、评价结果及对于教

学的促进 

话题2：利用数学写作、学生提

出问题等评价学生的思考过程和数

学理解程度 

话题3：数学教师对于学生数学

学业成就的影响，或者其他影响学

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因素 

会务咨询： 

王极峰 13717664977 

邮箱：xsjmathhy@163.com 



当代中国数学教育面临的

主要问题最大莫过于“应试教

育”的困扰，解决问题的前景

仍不甚明朗。未来中国的数学

教育总体考虑：发展的速度不

能慢；前进的步伐不能太小；

对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产生

的教育需求反应要快；要有助

于激活中国数学教育发展的内

在动力。具体考虑要关注数学

教育与学生的正常成长之间的

关系，关注数学教育对学生未

来职业和参与公民生活的影

响，考试要成为一种良性的环

境力量 ，努力克服许多填鸭式

的一厢情愿之举。 

总之，中国数学教育的远

景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

联系在一起考虑，展望

十年之后的出发点应该

是：一个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中国需要一个什

么样的数学教育，一个

什么样的数学教育才能

与一个成熟的小康社会

相匹配。 

 

的基础性研究。所以先生建议讨论班的

内容要聚焦，只有这样，我们的思考才

能深入下去，才能产生出一些有价值的

想法和实例。为此，讨论班需要一种民

主的作风，要把思路放开，吸引更多的

人来参与。严先生说日本东京有一个数

学讨论班搞得很好，吸引周围不少地区

的人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讨论班也要做

成那样。外地的数学教育工作者到北京

来出差，知道北师大有这么一个讨论

班，便想法设法来参加。有实质性的讨

论，大家听了有启发，有收获，参加的

著名数学家严士健先生也参加了这

次的讨论班活动。每次讨论班通知一发

出，严先生都是最早回复的一个，只要

身体允许，他每次都自己走到讨论班现

场。严先生在代数、数论和概率论等领

域颇有造诣，他著的《初等数论》《概

率论基础》《测度与概率》，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数学素养。就是这么

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在他眼里最重要的

事是什么？那就是培养和提携年轻人。 

严先生说数学教育这个问题很复

杂，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需要有大量

人就会越来

越多，讨论

也会越来越

深入。这是

我们，特别

是年轻人应

做的事。年

轻人不要担心自己的想法不够成熟，说

出来大家共同思考，有思考才能有进

步。毕竟，未来的数学是由年轻人来做

的。希望年轻人在讨论班里多交流，提

出更多、更好的问题。 

学业质量标准。如何修订课

标？我们学术支撑这一部分非

常淡薄，所以讨论班要考虑如

何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深入讨

论。特别是我们在座的许多年

轻人、研究生、博士生和青年

教师如何把你的硕士论文博士

论文以这些方面作为你的选

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可能对

今后国家的课程改革有帮助。

也正因为这个背景，我们和北

师大数学学院联合起来做一些

活动。 

世纪之交，以“悖论”的

形式呈现了一个国际关注的热

点：华人如何学习数学。中国

学生为什么数学那么好？个中

原因，毫无疑问足以摆到必须

深究的议事日程上来。 

刘坚老师的发言是2021，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走向。刘老

师在发言中和大家探讨他最近

思考的一个话题：课程改革已

经十多年，随着《数学课程标

准（2011年版）》出台，出现

比较多的核心词。未来课程标

准的关键词是什么？一个是公

民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包括个

人修养和关键能力。另一个是

希望在改革，坚定不移地改革！ 

展望不是从头再来！ 

                         把讨论内容聚焦 让年轻人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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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十年，

我心忧虑？ 

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的数学大有

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