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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浚源：筑牢数学之根
□ 李 军

在和一线教师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展示两

张“围墙”的照片：一张是北京故宫的围墙，另一张

是苏州拙政园的围墙。我以“围墙”为引子，引导教

师思考：假如我们要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宏伟壮观的

故宫，或领略精致秀美的拙政园，若仅满足于围墙

外的走马观花，那无论是小跑、漫步、竞走或倒着

走，都只是在行走的“方式”上寻求变化，而学生始

终未能触及围墙内蕴藏的美丽风景、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无法体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的

景致和意境。这一隐喻揭示了当前教学中“重形

式，轻本质”的根本问题。即部分教师在教学形式

上过度追求多样化和创新，却忽视了知识的核心与

学科的本质，这样的教学方式看似丰富多样，实则

缺乏深厚的根基，与教育的本质相去甚远。因此，

深化教学改革，重视教学内容与本质，值得引起教

育领域的关注。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须立足于形式和

本质的交汇之处，探寻教育的核心价值。无论世事

如何变迁，“根”与“源”的力量始终是推进一切发展

的基础，数学学科的教学亦不例外。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要坚持“教有‘根’的数学”的教学主张，引

导学生深入挖掘深植“数学之树”的土壤，引来知识

的源头活水，探寻支撑数学发展的基本思想，让学

习触及数学的本质。

数学教育的目的不仅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还在于思维的发展和智慧的启迪。正如唐代魏征

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所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里的“固其根本”，

意味着教师要深入挖掘数学的基本原理与思想方

法，让学生真正理解每个定义、公式、定理背后的逻

辑与来源，使数学学习不仅停留在表面的记忆上，

还要转化为深刻的理解与内在的智慧。“浚其泉源”

则要求教师拓宽学生的视野，引导他们探索数学与

其他学科及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积极响应

课程标准提出的教学建议，使数学成为解决实际问

题、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有力工具。两者

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数学教育的坚实基石。

“万物得其本者生。”这里的“本”即“根”。作为

名词，其本意是根本、根源、根基、基础。在学科的

探索中，寻“根”即探寻数学本质与数学思想；在学

生的培养中，寻“根”则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作为

形容词，其本意是根本的、彻底的。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深入扎“根”，引导学生达成“根深叶茂”的学

习状态。因此，既要关注学习层次中的应用、分析、

综合、评价，加强新旧知识经验间的联系与融合，使

学生能通过迁移应用解决真实且有意义的问题，又

要在学习结果上强调反思与批判，以帮助学生逐步

形成深刻见解与高阶思维能力。作为动词，其本意

是植根、生根。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生“根”体现

为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形成。教师需关注知、

情、意等因素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及学生成长的差

异，以学生为本，尊重其生命发展，直指育人之

根本。

总之，数学教育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全面构

建“教有‘根’的数学”的体系，坚守数学之根，深挖智

慧成长之泉。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我们肩负着传

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既要坚守数学之根，传承数

学的严谨与逻辑之美，又要不断探索新知，借助人

工智能的变革之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数学教育应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

知识与生活，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数学的广阔天地中

自由翱翔，成长为会观察、会思考、会表达的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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