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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题为《45年：一项数
学教改实验》的大会报告中，华
东师大数学科学学院荣誉教授、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
长顾泠沅系统介绍了这项由三
代人分了三个针对性阶段、坚守
了 45 年进行的数学教改实验
——青浦实验实施的过程和成
果。

“这个实验为中国数学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且
我们总结了自己的经验。”顾泠
沅表示，“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
向世界展示这份立足中国特色
的实证研究，接受国际同行们的
检验，将对中国数学教育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

谈及40多年前开启的“青浦
实验”的背景，其实缘起于“触目
惊心的差”的评价结果！

顾泠沅1972年时被正式调
到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由 此 踏 入 教 研 工 作 的 大 门。
1977年，在对全地区4373名高
中毕业生的摸底考试中发现，
青浦县（现青浦区）学生的及格
率 仅 达 到 2.8% ，平 均 分 仅 为
11.1分，其中，零分比例竟高达
23.5%。

大会报告中，顾泠沅在大屏
幕上展示了这份试卷结果。“低
分学生遍地与现代教育期望的
巨大反差，孕育出了紧迫的教
学改革需求！”为改变这一局
面，顾泠沅主持领导了“青浦实
验”，成立了一支以一线教师为
主体的青浦数学教改实验小
组。“青浦实验适时启动，这绝
不是为了发发文章，或是评评
职称！”

三代人坚守45年，点亮数学之灯
77岁顾泠沅向世界分享“青浦实验”展示“中国经验”

全球数学教育界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正在上海举行。这是国际数学
教育大会成立50多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青浦实验”的开创者、77岁高龄的华东师大特聘教授顾泠沅昨晚受邀作
大会报告，介绍这一在上海持续开展45年的数学教改的实验成果。这是时隔41年，继华罗庚之后的第二位在大会
作报告的中国学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如果我感到忧伤，我会

做数学变得快乐，如果我正

快乐，我会做数学保持快

乐。”席南华院士多个场合说

过的这句“金句”，曾让不少

人对数学萌生出很大兴趣。

数学之美妙、之有趣、之魅

力，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教师

的引导和教授。

在 70 分钟的大会报告

里，流淌着满满的感动。很

多青年教师是抱以求教的心

态来聆听这场讲座的。

顾泠沅直言，其实，任何

教改究其实质，都是师生关

系的转变，“当一名新时代的

老师，不仅要当面对学生的

精细讲解者，还要成为启发

性问题的提出者，以及学生

亲自尝试、活动、体验、表达

的引导者。”

伽利略太空圆形剧场

怎样设计最多的座位？泛

滥的水葫芦是以怎样的模

式生长的？如何从玩具模

型探究三角形重心？这些

光听名称就很有趣的课题，

正是青浦实验中学这一实

验的发源地所在学校正在

开展的学生课题。

据青浦实验中学东校

区副校长班丽亚介绍，“数

学学科不定期会根据学生

学情开设拓展课程学习，以

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导学

生用数学思维解决现实中

的问题。一方面让学生勇

于创新，另一方面激发教师

教研跟进，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教学相长。”

“我们身处大变革的时

代，我们还在继续赶路。我

们行走匆匆，难免还有顾此

失彼的地方，希望大家听了

这个报告，提出真实的问题，

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进步，

今后的时间还长。”这是顾泠

沅报告的结尾呈词，仿佛也

更是一道思考题。

正如顾泠沅所说，这个

实验的第三代人是大批正在

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在

教学一线的老师。潜心教研

在路上，唯有更多的教育工

作者切实担负起职责，创新

研究、激励和教学相长，才能

带领更多青少年感受到数学

的美妙、数学的趣味、数学的

魅力。如此，也才会有更多

数学研究的前沿探索、数学

教育的创新发展、数学科学

的广泛应用在这座城市不断

涌现。

这个实验发展到今天，依然
未完待续。

“如今，这一‘中国经验’已
为大家熟知，不仅在亚洲、非洲
不少发展中国家推广，同时也被
很多发达国家借鉴应用。”在顾
泠沅看来，四十余年来，这些宝
贵经验的成功取得，不仅是几代
人持续接力的成果，也体现了我
国教研工作的优势。

“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我
一直忘不了为青浦实验付出辛
劳的三代人。”顾泠沅感慨地说，
虽然自己一个人站在台前，但

“青浦实验”绝对不是凭借一己
之力能够完成的研究，而是三代
数学教育人“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心血和结晶，“也是我代表中
国数学教育研究者们集体努力
的展示。”

第一代人是顾泠沅时常提
及的三位“人生导师”：著名数学
家苏步青、新中国教育学重要奠

基人刘佛年以及教育家吕型伟
等为代表的前辈们。“先生们都
去世了，我在梳理这些年成果的
时候，脑中不断浮现的是先生们
对我的重托，嘱咐给我这一代的
责任”。

“第二代是我的同辈人”，他
谦虚地表示，“我们更像是一个
过渡者”，任务是承接前人，传递
给下一代。

第三代人是大批正在成长
起来的青年研究者、在教学一线
的老师，“这一大群人在理论和
实践中都在后浪推前浪，推着我
们不断向前、去寻找答案”。

坚守45年做这一件事的意
义何在？顾泠沅说：“思维方式
在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数学教育本质就是
思维训练。这个跨越将近半个
世纪研究的目的，就是想为人的
思维发展、运用方面做一些可供
参考的研究。”

在完成基础的提升后，新的
问题又出现了——成绩上去了，
但学生仍然“不聪明”。于是，实
验小组将目光转向了学生数学
认知能力的研究。

为使学生“聪明”起来，必须
“尊重学生思维发展规律”，摆脱
概念的死记硬背、题型的机械训
练，让学生在“尝试和体验”中加
深领会，破解灌输。

为此，顾泠沅倡导“启发＋
尝试”的“变式体验”策略，而这，
现已成为被广泛使用的“中国经
验”。在他看来，这十几年“取得

了符合地区实情的能力目标框
架和破解瓶颈的有效经验”。

“最近十几年，我们关注学
生的创造力。借鉴国际经验的
过程中，发现我们教育中存在的
一些局限，也针对性采取措施并
初步取得成效。”顾泠沅说的措
施具体指，依托循环改进的教师
教研“行动教育”优势，通过教师
设计的“高水平任务”来推进学
生思维再加工学习，实现探究水
平与创造才能的提升。

顾泠沅强调：“这一阶段也
是老师进步的关键性时期。”

如何系统完备地呈现这项
系统性教学改革实验的过程？
根据不同阶段改革的重点目标，
整个实验被分为三个阶段：大面
积质量提高（1977年-1992年）、
突破高认知瓶颈（1992年-2007
年）以及推进探究与创造（2007
年-2022 年），每个阶段均持续
15年。

当时，对于“低分学生遍布
全县”的问题，教改实验小组首
先对低分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和每日作业观察，发现此类学生
的形成是教与学两方面问题累
积发展到丧失自信的过程，那
么，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及时阻断
这种不良循环。

基于此，采纳本土经验，实
施当日作业反馈、面批加上鼓励
的措施，分组实验结果振奋人
心：及时、个别的针对性反馈指
导是改变低分学生的一剂良药！

接着，又经过 10 个班组的
因子控制实验和50对学生的对
偶跟踪分析，总结了四项教学原
理，即情感意志原理、有序推进
原理、尝试原理与及时反馈原
理。十年之后，成绩单出炉！青
浦初中毕业生的数学成绩合格
率由1979年的16%上升为1986
年的 85%（全市为 68%）。1992
年，国家教委也将“青浦经验”作
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成果在
全市、全国推广。

“青浦实验”
缘起于“触目惊心的差”

一剂良药
让数学教育改革取得成功

时隔41年，顾泠沅成为继华罗庚之后的第二位在大会作报告的中国学者。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让青少年感受到
数学的美妙和魅力

前赴后继
三代人“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经验
使学生更加“聪明”起来

40多年前开启的“青浦实验”
的背景，其实缘起于“触目惊心的
差”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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