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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柏拉图是一位数学哲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在《理想国》中花大量篇幅论述了自己的数学教育

思想：数学教育目的、数学教育的内容以及数学学习与教学思想．柏拉图将其数学教育思想贯彻在柏拉图学院

中，培养出了多名数学大家．柏拉图的数学教育思想与众多当代数学教育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今天仍然充满

生机，值得探究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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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是一名数学哲学家［１］，同时也是一名

数学教育家，他将自己的数学教育思想充分贯彻

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中，培养出了多位数学家，
例 如 证 明 了 只 存 在 五 种 正 多 面 体 的 泰 特 图 斯

（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创 立 严 谨 穷 竭 法 的 欧 达 克 斯

（Ｅｕｄｏｘｕｓ）、《几 何 原 本》的 作 者 欧 几 里 得

（Ｅｕｃｌｉｄ）……［２］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系统阐述了

自己的数学教育思想，因此有必要对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的数学教育思想进行解读．

本文首先在 柏 拉 图 的“世 界 二 元 论”的 背 景

下介绍《理想国》中的数学教育目的、数学教育的

具体内容以及数学的学习与教学思想，然后对数

学教育目的的两种取向进行讨论，并从本体论的

角度对柏拉图提出的数学教育内容进行分析，最

后将柏拉图的数学学习、教学思想与当代数学教

育思想进行比较并得到启示．
１　 数学教育目的

柏拉图将世 界 分 为 可 感 世 界（可 见 世 界）和

理念世界（可知 世 界）．他 认 为 人 们 现 实 生 活 所 处

的可感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描摹，可感世界是流

变的，因可感世界的对象变动不居，可感世界不存

在真正的知识，因此可感世界存在而不实在；理念

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人们只有通过思维才能知觉

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具有实在性，真理只存在于理

念世界中．
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数学教育

的目的可以分 为 现 实 应 用 和 促 使 心 灵 转 向．由 于

柏拉图在青少年时期亲眼目睹了雅典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中惨败于斯巴达人，他在《理想国》中特别

强调了数学两大分支 ——— 算术和平面几何在统

率军队和排兵 布 阵 方 面 的 用 处．相 比 于 数 学 的 现

实应用目的，柏拉图显然更看重数学促使心灵转

向的作用．
柏拉图在《理 想 国》中 认 为 数 学 教 育 充 当 了

连通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桥梁，他用几何研究

举例说明了数学的桥梁作用：个体在研究平面几

何中的正方形或者圆形时，以形似的可感世界的

事物为手段，但思考的却是具有共相特征的一般

的正方形理念、圆形理念，图形理念相比于图形殊

相不具有厚度，殊相只是对理念的模仿，理念只存

在于思维中，个体经过思考接触到理念世界．数学

一方面与可感世界流变的殊相接触，另一方面能

接触共相，触及纯粹的理念世界［３］，于是在数学研

究过程中，个体以殊相为手段，心灵在此时处于理

智状态，对共相进行思考，个体的认知从对殊相的

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共相的理性认识，心灵也接触

到理念世界，实现心灵从可感世界到理念世界的

转向．
２　 数学教育的内容

柏拉图在《理 想 国》中 根 据 数 学 研 究 对 象 将

数学教育内容分为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

文学和谐音学．具体来看每一部分内容：算术并不

只是要求个体对可感世界的客观物体进行计算与

数数，为了心灵到达理念世界，柏拉图要求个体研

究理念世界的纯数．算术能训练个体的反应力、计

算能力和理性思维，帮助个体的灵魂把握实在，为
学习其他学科 奠 定 基 础．几 何 学 是 柏 拉 图 极 其 重

视的学科，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门前就刻有一

句话：不精通几何学的人勿入此门［４］．平面几何的

研究对象是永恒实在的图形理念，通过思考平面

几何中较为深层次的事物，个体更容易把握理念

世界的终极目 的 善 理 念．立 体 几 何 科 目 属 于 三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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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下的学习，其研究对象为立方体等具有厚度

的事物的理念．《理想国》中的天文学和谐音学为

数学的应用学科，柏拉图提出要像研究几何一样

忽视可感世界的事物，以理念为思考对象，提出问

题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天文研究［５］．同样，柏拉图

认为要从数字的角度对谐音学进行研究，谐音学

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音乐的旋律，而是可闻音之间

数的和谐关系．以上五门科目联系紧密，立体几何

为平面几何在三维空间的拓展，天文学为运动的

立体之研究，同时，天文学和谐音学是算术和几何

的应用学科，柏拉图要求学习者在深入掌握各科

的基础上，弄清各科的联系并得出总体认识，提升

理性思维．
柏拉图认为个体需要学习的数学研究方法为

假设－ 演绎法，假设－ 演绎法需要有前置条件，例

如在研究算术和几何时，个体须先假设基数和图

形已知且绝对正确，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获

得数学结论．但 由 于 假 设 － 演 绎 法 的 前 置 条 件 被

默认为自明的，没有经过严格证明，因此柏拉图不

认同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真正的知识．
３　 数学学习与教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 想 国》中 针 对 数 学 教 育 提 出 了

一系列数学学习与教学思想，可以将其分为以学

生为主体的学习思想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对学生来说，学习数学首先要有良好的记忆

力，柏拉图认为对真理的热爱会让学习者在追求

知识的道路上充满动力，因此学习数学需要强烈

的兴趣．在学习者拥有对数学的兴趣的基础上，坚

持不懈的精神同样 为 柏 拉 图 重 视，他认为学习的

艰苦相比于肉体的劳累更有挑战性，学习者面对困

难不轻易放弃才会到达知识的彼岸．从以上分析可

以认识到柏拉图在学生具备基本认知条件的基础

上，注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他们主动进

行数学学习，这体现了数学学习中的学生主体性．
柏拉图在《理 想 国》中 谈 论 数 学 教 育 时 表 露

出了一系列教 育 教 学 思 想．柏 拉 图 表 示 任 何 一 个

人学习算术、几何等科目时均不应该被强迫进行，
他提倡寓教学于游戏中，通过游戏可以了解学生

的天性以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调动学生

学习数学的主 观 能 动 性．柏 拉 图 重 视 数 学 教 学 的

策略与方法，他认为数学教学过程中要由易到难，
逐步深入，先学习算术，然后是二维的平面几何，
进而是 三 维 的 立 体 几 何，最 后 是 数 学 的 应 用 学

科 ——— 研究运动三维物体的天文学和谐音学．柏

拉图还认识到了数学与其他科目的联系，即所谓

“天性擅长算术的人，往往也敏于学习其他一切学

科”［６］．数学和其他科目的这种联系表明学习数学

有助于学习其他学科，因此在教学时要考虑各学

科的教学顺序，这种联系也提示了教师将数学与

其他学科结合进行跨学科教学的可能性．
４　 讨论

（１）数学教育目的的两种取向

《理想国》中 数 学 教 育 目 的 可 以 分 为 促 进 心

灵转向和现实应用，显然柏拉图更看重前者．然而

当代教育界的一些学者对数学教育目的有不同的

看法，弗赖登塔尔（Ｆｒｅｕｄｅｎｔｈａｌ）提出了现实数学

教育思想：数学是有用的，学生要将学习到的数学

知识应用到其他学科和现实生活 中［７］．实 用 主 义

教育 家 杜 威（Ｄｅｗｅｙ）认 为 数 学 要 与 生 活 紧 密 联

系，实现对儿童生活经验的改造［８］．在今天的数学

教育中，数学在改造世界中的应用价值和培养人

理性思维的作用均被各国教育界认同，并在各自

国家的数学课程标准中体现［９］．
（２）本体论视域下的数学教育内容

柏拉图认为数学并不是由人类创造的，只是

为人类发现．他 对 数 学 本 体 论 的 这 一 观 念 也 被 称

作数学柏拉图主义，并影响着后世数学家对数学

的认知，康托尔（Ｃａｎｔｏｒ）便认为数学家的工作是

发现而不是发明［１０］．但数学柏拉图主义作为柏拉

图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能解释构造数学家的

工作，因此也被一些数学家批评，弗赖登塔尔便认

为“数学是人类的活动”［１１］．
在柏拉图看来，数 学 的 研 究 方 法 为 假 设 － 演

绎法，这与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认为数学是逻辑演绎体

系的观点相似．柏 拉 图 对 假 设 － 演 绎 法 有 超 越 时

代的认识，他认为假设－ 演绎法的 前 置 条 件 没 有

经过严格证明，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３）历久弥新的数学学习与教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 想 国》中 提 出 的 许 多 数 学 学 习

与教学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在数学学习方面，柏

拉图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学习过程中的主

体性，我国数学课程标准同样明确指出：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１２］．柏拉图认为学习数学不应该被强迫

进行，学生需要对数学产生兴趣，当代数学教育家

波利亚（Ｐｏｌｙａ）提出的数学学习原则之一就是最

佳动机原则：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要有兴趣的

刺激［１３］．柏拉图提出的数学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具备

（下转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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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无关的随机 过 程 情 形 称 为 马 尔 科 夫 过 程.它 是

随机过程问题 中 的 一 种 最 重 要 的 情 形.在 解 决 问

题过程中，学生需要能够发现思维发散的点：特殊

的部分（ｐ１，ｑ１ 和ｐ２，ｑ２）与一般 的 整 体（ｐｎ，ｑｎ）
和（ｐｎ＋１，ｑｎ＋１）的关联、分析（图表法）与综合（递

推关系）、逻辑演绎等，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

难题的能力，不断发展创新思维能力.

３　 结语

高阶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核心素养、高

阶思维的培养必须以数学知识内容为载体，在教

学中我们要深刻理解教学内容，挖掘其中蕴含的

高阶思维培育素材”.［９］因此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将

内容、问题、教学进行整合，让学生投入到需要运

用高阶思维的 高 阶 学 习 中.教 学 中 可 以 以 一 类 问

题的研究为主题，设置复杂的真实情境，引发学生

分析、评价、创造的认知思维过程，通过问题解决

外显学生的思维；通过解决跨知识领域的真实问

题，训练学生从知识、经验的近迁移过渡到方法、
思维的远迁移；还需通过对一些经典复杂问题的

分析和解决，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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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认知条件、学习品质等在当代数学教育中同

样被重视．在数学教学方面，柏拉图提出了一些数

学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他认为教师要注意教学的

顺序，教学内容要由易到难、逐步深入，波利亚针

对数学学习顺序也提出了阶段循序原则：学生必

须 有 序 经 历 数 学 学 习 过 程 中 低 级 到 高 级 三 个

阶段［１３］．
５　 结语

柏拉图的数学教育思想与许多当代数学教育

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今天仍然充满生机．数学教

育实践者要重视数学教育培养理性思维的独特作

用．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几何等数学内容时有意

脱离现实物理世界，要求学生对抽象数学内容进

行思考，在 教 学 数 学 研 究 方 法 时 要 求 学 生 对 假

设－ 演绎法进行批判性思考，达到 提 升 学 生 理 性

思维层次的目 的．数 学 教 育 实 践 者 还 要 吸 收 柏 拉

图数学学习与教学思想的精华，如搭建脚手架教

学、进行跨学科教学、通过数学游戏调动学生主观

能动性等，并将之融入实践，实现自我和学生的双

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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