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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数学教育哲学领域内的最新工作，一方面从理论高度对数学教育的一些重大问
题（如数学课程改革、数学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和中国数学教育的界定与建设等）作出具体分析，从
而充分发挥数学教育哲学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又以相关实践为背景对数学教育哲学的各个基本问
题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从而进一步促进数学教育哲学的理论建设。
 　　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是这一著作的主要特点，也可被看成是中国数学教育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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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毓信，男，1944年生。
196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长期从事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的专门研究。
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多次赴英、美和港台地区作长期学术访问或从事合作研究，并曾先后应邀赴意大利、德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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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研究　　第二节　多元的、辩证的数学观　　相对于前面所提到的数学观的革命而
言，笔者现今更加愿意强调这样一点：对于数学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理解
，相应的观点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而，我们在此所需要的就是多元的视角，或者说，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互补与整合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数学的本质。
　　具体地说，我们在此首先应明确肯定数学的辩证性质，特别是在以下诸多对立环节之间所存在的
对立统一关系：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逻辑与直觉，统一性与多样化，个体与群体，数学的形式
与非形式的方面，等等。
这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数学的动态方面（过程性）与静态方面（结果性）所应采取的态度：如果说数
学观的革命突出强调了动态的数学观，我们显然又不应因此而完全忽视数学活动的静态方面，而应采
取“过程与结果并重”这样一种立场。
类似地，我们也不应因片面强调数学抽象的建构性雨完全否认了数学抽象的反映性质，而应明确肯定
两者的辩证关系。
　　其次，我们应十分重视如何能从一些新的不同角度对“什么是数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以下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努力。
　　一　数学的文化观念　　“什么是文化？
”对于这一问题应当说存在多种不同的观念，从而我们也就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数学的文化观
念”作出具体论述。
例如，由于数学对象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因此，依据“文化物”
与“自然物”的对立，我们就可声称“数学是一种文化”。
另外，由于数学明显地表现出了以下的特征：尽管这是人类所创造的，但其相对于各个个体而言又具
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事实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成分，我们甚至可更具体地去谈及其所具
有的各种特性及其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一些学者（如怀尔德）看来，我们可以将数学看成是整体
性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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