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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名称 
第二章 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 

 2.1观察  2.2联想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观察及联想的思路及方法 

能力目标： 

通过了解数学发现三个方法观察联想及尝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 

解题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专业素养对教师职业生涯的自信。 

思政育人目标： 

1. 介绍观察系列科学家的贡献，培养科学的研究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求知欲。 

2. 从观察中深入挖掘和谐元素，让学生在数学理论学习中感受观察及联想的重要性。 

3. 通过专业知识的深入讲解，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习兴趣。 

4.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学生对专业数学知识的应用。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学重点：掌握数学三个发现的方法观察联想及尝试 

 

教学难点：会用观察、联想及尝试解决数学问题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1. 展现数学发展史，增强学生肃穆感。 

在科学发展史上，观察趣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科学认识中的重要实践活动，

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没有观察就没有科学，科学的发现诞生于仔细的观察中，

观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数学方法论的产生无不依赖于观察。哥德巴赫猜想，

欧拉天文研究中，长期肉眼观察太阳，强烈的阳光刺伤了眼睛，这上批科学家们是我

们学生学习的榜样。 

    2. “如盐入味”，把育人元素自然融入到专业知识的教学。 

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人们对

各种事物的认识也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效应，当人们感知或回忆起某种事物时，

就会连带地想到一些有关的事物。老师从辩证的角度，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特别结合当下“战疫”的特殊时期，鼓励学生。 

    3. 注重教学知识深入化、应用性。 

讲解哥德巴赫猜想及费马大定理时，同时介绍数学家们在应用数学方面的贡献，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教学方法 

和手段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学过程 

第二章 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 

                   2.1观察   

一、教学策略 

介绍几位通过观察的多产数学家 

首先，数学方法的产生，数学结论的形成，无不依赖于观察，17世纪杰出的数学

家欧拉说过：“在被称为纯粹数学的那部分数学中，观察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观察是人类科学认识中的一种重要实践活动，是获取感性经验的科学事实的根本

途径。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切发明创造的起步器。而且它还是检验认识科

学真理性的标准。 

大数学家欧拉一生，他在研究天文学中，由于长期用肉眼观察太阳，强烈的阳光

刺伤了眼睛，28岁失明，59岁双目失明。他是 17世纪数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几

乎每一个数学领域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不但在数学上作出伟大贡献，而且把数学

用到了几乎整个物理领域。用科学家的事迹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应用

数学解决其他领域问题的热情。 

讲解哥德巴赫猜想，我国数学家华罗庚、王元等都证明过，特别是陈景润为此贡

献一生，1966年证明出来 1+2定理。及费马大定理。 

正所谓“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在当下“战疫”的特殊时期，每

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坚持在疫情封闭状态下努力学习，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全国人

民众志成城，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之，如果个别同学放松防控，一旦蔓延

开来，我们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 

                        2.2联想 

联想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也是记忆的一种表现，。联想回忆旧知识，发现新知识的

重要手段。 

（一）联想的意义和作用 

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人们对

各种事物的认识也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效应，当人们感知或回忆起某种事物时，

就会连带地想到一些有关的事物。 

联想有三要素：一是某种概念，是联想的出发点，是产生联想的起因。二是相关

概念，是联想的结果，是做出判断。三是联想因素与联想效应的相关性。 

（二）联想的方法 

类比—一件事物—特殊性—一般性。   

 联想方式有如下几种：接近联想，类比联想，关系联想，逆向联想横向联想。  

（三）联想能力培养 

重视基础知识，掌握知识之间的纵横联系，注意把已掌握的知识系统化；既要开展

控制联想，也要开展自由联想；运用联想把问题引申推广。 

                      2.3尝试 

尝试是将初步意向付诸实施，试探是否可行，是否有进展，是否可以接近目标，

是否能缩小解答所在的范围 

（一）简单化，化难为易 

从简单入手，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几个简单问题。 

（二）特殊化，寻找突破口 

 分析特殊，寻找启示；利用特例奠定基础；使用特例，完善解题 

（三）变换角度，选择产攻方向 

变容易命题；数形变换；横向求索 



(四)逆反转换，灵活解题——倒推法；反客为主                                          

二、教学成效 

1.学生形成“爱数学，学数学，做数学” 的良好风气。 

2.学生对相关数学史有了深入了解，形成科学的历史观，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增强祖国科技振兴的信心。 

3.思政引导形象具体，学生对专业知识有了透彻的认识，印象十分深刻，极大促

进专业知识的学习。 

4.学生铭记“养小德才能成大德”，善于观察事物本身，凡事从平时的一点一滴

做好，也坚定了在疫情封闭状态下刻苦学习的信念。 

5.通过教学知识的深入化，学生加深了数学的应用能力，学习兴趣大增。 

三、复习巩固：1. 掌握数学三个发现的方法观察联想及尝试 

2.讨论数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解题 

四、本节总结：1. 掌握数学三个发现的方法观察联想及尝试 

2.联想解题的目的。 

                                               

作业题 

和思考 

题布置 

1.简要叙述观察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 

2. 简要叙述发现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 

3. 简要叙述联想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 

4 布置开放式作业，让同学们课后查找资料，整理还有哪些科学家通过观察所获得的

定理等。进一步打开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参考资料 

 

教材《数学方法论与解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张雄等主编 

主要参考书：1.《中学数学解题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9，王林全等主编 

2. 《数学解题学引论》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罗增儒主编   

 

要求自 

学内容 

 

 

双语内容 

 

 

 

教学后记 

（经验教

训、学生

反映、改

进意见） 

 

教研室主

任审查签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