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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所谓科学教育，主要是指科学精神和
科学知识的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指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识的教育。科
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结合，这是素质教育的必
然要求。在高等院校，仅靠人文学科的教育来进行人文教育是远远不够
的，应该把人文教育贯穿到一切学科的教育中。数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数学教
育中仅仅进行数学知识、方法与能力方面的科学教育是不全面的，更应
重视思想文化、意志情感、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要把科
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既具有扎实的科学知
识，又具有健全的人格；既具有科学素质，又具有人文素质的完整意义
的人才。

如何在大学数学教学中贯彻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
一、重视理性精神的培养
爱因斯坦说：“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学受到特殊的尊重？一个

理由是，它的命题是绝对可靠的和无可争辩的，……还有一个理由，那
就是数学给精密自然科学以某种程度的可靠性，没有数学，这些科学是
达不到这种可靠性的。”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抽象的数量关系
和空间形式，对客观对象做出的抽象是否恰当，只能以实践来判断。可
以说，数学是最讲究真实的一门科学，容不得丝毫弄虚作假。数学的一
切结论都必须有理有据，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检验。正是数学自身的特点
决定它是理性思维的产物，数学中处处充斥理性精神。

数学家狄尔曼说：“数学能集中、强化人们的注意力，能够给人以发
明创造的精细和谨慎的谦虚精神，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
心，……数学更能锻炼和发挥人们独立工作精神。”数学的理性精神体
现在崇尚真理、严谨求实、不惧失败、探索创新等方面。数学教育中理性
精神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渗透德育教育的基本因素，是
形成科学的精神、高尚的人品的前提条件。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利用各种途径传播理性精神。例如介
绍数学家的科学品质，欧拉就很有代表性。他在 28 岁时，因计算彗星的
轨迹这一天文学难题积劳成疾，致使右眼失明。更严重的是，在他近 60
岁时，左眼又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
力，继续他的研究。在双目失明长达 17 年的时间里，他仍写了 400 多篇
论文和多部著作。欧拉的精神品质同他的伟大成就一样鼓舞和鞭策人
心。也可以在教学内容中适当嵌入数学史料，比如在解析几何部分，适
当介绍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1826 年，罗巴切夫斯基首次公布新
的几何学，因为这种几何与惯常思维的欧氏几何大不相同，非常创新和
独树一帜，当然更难以理解，所以遇到各种各样的非难，但罗巴切夫斯
基始终执着地进行研究和著述，广泛传播他的学说，被后人誉为“几何
学中的哥白尼”。1909 年，非欧几何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成为最
有力的数学工具之一。希尔伯特说：“19 世纪最有启发性、最重要的数
学成就就是非欧几何的发现。”

二、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灵魂，是数学知识的本质。数学思想方法具

有比数学知识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是对数学知识、数学技能、数学素
质的高度概括，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如果数学教育只重视浅层
次的数学知识的传授，不重视深层次的数学思想方法的教育，培养出来
的学生只能是“知识型”、“记忆型”的，而不是“能力型”，这将完全背离
素质教育的目标。

在数学教育中要把数学知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蕴含的思
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使所学者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形成自身的一种智
力，即数学智力；形成一种素质，即数学素质；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即数
学式的思维方式，并迁移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能更好
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竞争和发展，更好地驾驭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举
例来说，学过微积分几年以后，有多少人还记得定积分的概念和定积分
的计算公式呢？但蕴涵在定积分概念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化整为零、不
变代变、积零为整”，恐怕终身难忘。数学教学只有传播数学思想方法，

才能获得数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人的终生学习、终身发展中起到特殊
的作用。

三、重视数学的美学和艺术价值
人的许多行为是出于审美动机，越深入广泛的审美活动，使人有越

强烈的追求和理想，越充满生命和活力，进而有所成就。数学从表面上
看似乎是严肃单调、冷酷无情的，但是如果深入接触会发现，数学也是
亲切活泼的、激情四射的，数学中充满美感和艺术感。数学结构的严谨、
数学体系的完美、数学方法技巧的灵活多变无一不呈现美。数学中的美
多种多样，可以归结为简洁美、对称美、和谐美、奇异美等等。

例如欧拉公式 cosθ+isinθ=eiθ，令 θ=π，得到 eiπ+1=0，这是一个充满
美妙与和谐的表达式，有理数、无理数、代数数、超越数、实数、虚数完美
统一在其中，是数学和谐美的一个象征。

又如数学中的“完美数”，如果一个正整数的各因数之和为它的两
倍或不计它自己时恰等于它，这样的数称为完美数。6、28、496、8128、
33550336、8589869056 是前 6 个完美数，从第四个完美数 8128 的发现
到第五个 3550336 的发现间隔了一千多年。寻找完美数很难，到现在为
止也还只发现了二十几个完美数，为什么还去寻找它呢？正是完美数的
奇异美，即它的稀罕、奇妙和完满，吸引了很多人孜孜不倦地去寻找它。

需要注意的是，数学的美不像人文科学所展现的色彩、音韵、节奏、
结构上的美那样容易体会，它蕴含在高度抽象的理性形式中，往往被逻
辑性、科学性所掩盖，所以需要教师的点化，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方能发
现和感受美。数学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审美教育因素，引导学生按照美的
规律去发现美、领略美，进而创造美。这样不仅能提高审美修养，改善思
维品质，还能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四、注重辩证法思想的渗透
数学的产生来源于实践，数学的内容中充满了辩证法。大学数学研

究的很多对象，如“有限与无限”、“常量与变量”、“曲线与直线”、“微分
和积分”、“无穷大与无穷小”、“收敛与发散”等等，是对立统一、量变与

质变等辩证法思想的很好展现。例如无穷级数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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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这正是量变积累形成质变的一个过程。此外，大学数学的许多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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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 y→y'→ 乙y'dx→y，并且利

用了微分和积分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有关辩证法的论述中经常提到数学。在数

学教育中渗透辩证法思想有助于形成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培养健全的
人格，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很重要的积极影响。

总之，数学教育中一定要贯彻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即
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
从而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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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大学数学教学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
吉林大学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 李立明 周 冉

［摘 要］数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高科技创新人才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就如何在
数学教育中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进行了探讨，以期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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