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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学同歌唱、朗诵、绘画等艺术门类一样,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比。在本文中,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在大学

数学教学中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对比手法使得大学数学的教学充满活力。内容包括难度深与浅的对比、整体与细节的对比、正向思维与逆向

思维的对比、理论与应用的对比、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的对比、传统板书与现代课件的对比等等,并通过实例去阐述上述各种对比手法的具体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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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数学教学是一门艺术,严加安院士也曾写过《科学与艺术有共

性也有交融》,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只是一种形容？还是数学教学真的是一

门艺术？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体会给出的答案是：数学教学真的是一门艺

术。因为它和歌唱、朗诵、绘画等其它艺术门类一样,都有着一个共同的

特点,那就是对比。比如歌唱中节奏快与慢的对比,绘画中色彩明与暗的对

比,朗诵中的抑扬顿挫等等本质上都是在运用对比手法。在大学数学的教

学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对比的手法。把这些对比的手法运用在每一节课

的内容上,会使得数学课堂教学充满活力。 

1 难度深与浅的对比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数学学起来是有难度的、是枯燥的；但是翻看

很多数学家的传记,却发现在许多数学家的眼里数学是一门有趣的学

科。这看起来似乎矛盾,然而这正好符合“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因

为枯燥的另一面是有趣,难的另一面是简单。教师教学的效果好,那么学

生学起来就有趣、就容易,教的效果不好,学生学起来就枯燥、就难。那

么如何取得一个好的教学效果？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体会认为,最重要

的一环就是把握好知识难度的安排。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能把内容

安排的都太难,当然也不要都太简单。简单和难的知识点交替安排,犹如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让学生的思维时而紧张、时而放松,这样学生的

状态就会活跃起来。如果遇到整节课的内容都是比较难的理论推导,那

么就需要通过一些方法降低难度。比如在推导之前先给学生复习一下里

面涉及的公式和重要的知识点,这样在推导过程中学生听起来就变得容

易了；如果遇到整节课的知识都比较简单,那么教师最好能在某个问题

上深入进去,让学生看到这个简单知识的背后蕴含的高深的理论,这样

就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否则过于知识过于简单,学生听起来也

会感到无趣。 

无独有偶,笔者在欣赏歌唱家的音乐会时发现,整场音乐会的十几首

曲目一般来说不会都是大歌,即使再有实力的歌唱家也不会那样安排。因

为即使自己有能力把这十几首大歌连着唱下来,但是观众听着也累。所以

往往是大歌和小歌交替安排,这样除了自己在唱小歌时可以得到适当休息

外,也可以让观众的耳朵在整场音乐会中有个一张一弛的变化,这样收到

的效果才是好的。 

2 整体与细节的对比 

数学的推导过程是严密的,这种严密性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好的

一面。好的一面自必不说,不好的一面就是在细节上处理的太细容易冲淡

学生对整体的把握。因为就重要性而言,有的细节相比整体并不重要,但为

了照顾严密性,教师不得不在细节上讲清楚,这样做的另一面就是容易让

学生忽视对整体的把握。所以要怀大志,当然也要拘小节,这其中最重要的

问题是把握好度。如果在推导完理论之后教师能跳出细节,从整体上给出

一个直观的理解,那么对学生来讲就把厚的知识变薄了。而这种直观的认

识往往是简单的,数学家徐利治曾说过：“对待数学教学,包括编教材和讲

课,我也一贯喜欢以追求‘简易’为目标。这一点,多半是受了我大学时代

老师华罗庚先生的影响。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后担任华先生助教时期,他曾

告诉我下述观点：‘高水平的教师就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

容易’。”所以在一步一步推导完细节之后,教师有必要从整体上给出一个

自己直观的理解。因为有的学生可以自学书中的知识,但是初学者在整体

的把握上很难有教师理解的透彻,所以教师给出的直观解释就显得十分重

要了；而且当学生在复习时,有了对整体直观的理解会让学生对整个推导

过程的思路变得非常清晰。反之如果没有这步处理,就容易造成“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了。 

对于工科学生,有的细节问题是他一辈子都用不到的,比如高等数学

中的狄利柯雷函数,那么教师就不用在这类问题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东北

大学的谢绪凯教授在九十二岁高龄时写的《高数笔谈》一书前言中写到：

“我国现行的高等数学教材品种单一,且偏重演绎推理,很难兼顾工科学

生的特点。因此常事倍功半”,“所以本书多是树根,少有枝蔓,不分开闭

区间,罔视左右导数,用到的函数不但连续、而且光滑,如此等等。目的是

避免工科读者误入歧途,以便早日登堂入室”。翻看整本书会发现,虽然细

节上没有其它的高等数学书写的详细,但会让学生对高等数学整体知识上

的脉络十分清晰。 

3 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的对比 

如果说学习数学的精髓是学习数学思维,那么在教学中教师很有必要

强调一下在每节课的知识中都涉及到了哪些数学思维。也就是说要把涉及

到的数学思维拿到明面上来讲,不要含蓄。甚至最好能让学生感受到运用

数学思维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与众不同的智慧,这样学生就

会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学了数学之后确实比以前变得聪明。在这里仅举一

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比如一般人思考问题都是单向(正向)的,

但学完数学后最起码学生应该学会双向思维。既会正向思维,也会逆向思

维,因为在数学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涉及到逆向思维。比如高中立体几何直

线与平面垂直的知识里面,先学习的是直线与平面垂直的性质定理,然后

是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这部分知识就蕴涵着逆向思维。性质定理

告诉我们如果知道了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垂直,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

结论(该直线与平面内所有直线都垂直)；反过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该直线与平面内两条相交直线垂直即可)才能判断出直线与平面垂直？

这里面就蕴含着数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有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那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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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这部分知识时就要把这个双向思维明确地教出来。其它许多的数学知

识如反证法、逆命题中都蕴含着逆向的思维。这种逆向思维运用到生活中

会带来什么智慧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变老。

《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葬花吟》里面写的更加凄凉：“试看春残花渐

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那么如果用逆

向思维思考生命变老这个问题,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

是接下来自己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不应该感伤,而是趁着年轻去努

力、去奋斗。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学数学的学生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的结论

不仅不是凄凉,反而充满了正能量。这就是数学思维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智

慧。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透过数学知识本身,去挖掘里面蕴涵的各种数

学思维,把它明确地讲出来、并尽可能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生知道如何

运用数学思维来增加人生的智慧。 

4 理论与应用的对比 

数学家高斯曾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后”,这是数学高大上的一面,数学

同时还有接地气的一面,那就是它的应用性。在教学中如果一直讲理论,

那么就给学生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如果都讲应用问题,那么又不能上升

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最好理论和应用交替安排。理论讲完后面跟着一个应

用问题,或者先讲一个应用问题,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样学生学起来的

兴趣会更浓一些。从生理学上讲,理论推导和应用计算用的不是一个神经。

所以在内容安排上如果让理论推导和应用计算交替出现,会促进学生的学

习兴趣。 

5 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的对比 

对于所有的专业,技术层面的东西都是枯燥的。比如学声乐的学生每

天都要练声、学体育的学生每天都要跑步。那么在数学中讲授知识技术的

同时,如果增加一些数学文化的教学,有时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因为知

识技术是“死”的,而数学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是“活”的,那么与人有

关的知识听起来就会显得有血有肉、有情有泪,就不像纯知识技术那样枯

燥。所以在教学中增加一些与本节课知识相关的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史、

数学美学、数学哲学等等,都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6 传统板书与现代课件的对比 

随着近二十年来电脑的发展,现在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依靠传统的黑

板,更多的老师喜欢用课件来教学。这是一种新的方法,它可以带来很多

传统黑板形式不曾有的好处。比如几何中的一些图形,利用课件制作的

图片或动画,可以给学生更加直观形象的感受。但是利用课件教学也有

弊端,因为数学很多时候需要学生动脑思考,而思考需要一个过程。很多

公式或者定理的推导过程用传统的黑板粉笔来推导,可以放慢速度,让

学生一边推导、一边思考,这样教学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最好的方

式是将传统板书与现代课件对比使用。根据具体的知识内容,哪种方式

取得的效果好采用哪种方式,将传统板书与现代课件进行有效的结合,

效果是最好的。 

在数学教学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还有很多其它的

方面。比如教师讲话声音大小、语速快慢的对比。如果整堂课教师讲话声

音大小、语速快慢都一样,那么再遇上枯一点燥的知识,学生就会有睡意

了。如果在声音的大小、语速的快慢上有个对比变化,那么也会增加教学

的效果。比如在简单一点的知识点上,教师的语速可以快一些,当遇到难的

地方,需要学生思考的时候,可以把语速放慢下来。在重要的知识上,教师

的声音可以大一些,在不重要的知识点上声音小一些,这样的对比也会增

加课堂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从始至终声音保持在一个状态上,那样两节

课下来,按照生理学的规律,就容易让学生萌生睡意了。 

教师教学和歌唱家在舞台上歌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讲台、一

个是舞台,一个按照课本讲,一个按照歌谱唱,都不能出错,这是所有教师

和或所有歌唱家的共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教师或歌唱家如何进行二度创作

的个性问题。因为不同的歌手唱同一首歌给观众带来的是不同的感受,那

么不同的教师教同一门课,不同的教法学生听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本文谈

到的数学教学中的对比手法,和艺术门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相通的。所

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数学教学确实是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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