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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

我曾担任数学学院高等代

数、抽象代数等课程的教学工

作，主持编写了《高等代数学》

和《抽象代数学》教材。

数学学院除了要培养数学

家外，还要向社会各个领域输

送人材。复旦数学学院最近几

年每年都要招收三百多名本科

生和研究生，全国各大学每年

招收的数学系学生更多了。这

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不会从

事数学研究或教学工作。我在

讲授一些抽象的数学理论时也

常常有同学提出疑问:“老师你

讲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就

产生了问题，数学教育的目的

是什么？数学学院存在的价值

是什么？不仅数学学院有这个

问题，其他理科恐怕也有类似

的疑问。

我觉得不能狭隘地从眼前

的实用的观点看问题。数学教

育（其他学科同样）除了向学生

传授专业知识外，一个重要任务

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的精神，

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只有这

样，学生才会具有孜孜不倦的探

索精神，才有可能成为创新人

才。正如卢梭所言：“问题不在

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

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

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

以研究学问的方法。”

数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是逻

辑性强。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

本到希尔伯特的公理化体系都

贯穿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从最

基本的事实出发（公理），运用

形式逻辑的推理来展开数学的

内容，探索新的数学真理。凡

是不经逻辑检验的命题，数学

界是不会承认它的真理性的。

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

也 是 现 代 科 学 的 核 心 思 维 方

式。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得真理

的“显现性”越来越模糊，越来

越不那么显而易见。只有依靠

逻辑才能把握它。科学只承认

事实和逻辑，这也是每个科学

家应有的基本素质。

应该看到，由于中国长达数

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传统文

化中科学精神尤其缺乏。这是

导致近代中国在科学上落后于

西方的重要原因。一个具有现

代 科 学 思 想 和 知 识 的 人 对 迷

信，对无知的妄言有着强大的

免疫力；一个热爱科学的人会

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一个理性

的人不会轻易盲从，不会人云

亦云，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我们虽然不需要也不可能

培养成千上万的数学家，但是

具有扎实的数学知识，热爱科

学并具有逻辑头脑的人在其他

科学领域里也会做出成绩，甚

至取得伟大的成就。这方面的

例子数不胜数。现代科学的几

乎 所 有 领 域 中 取 得 的 伟 大 成

就，离开了数学工作者的贡献

是不可想象的。

要让学生热爱数学，教育者

的任务就是要向学生展现数学

之美。在普通人看来，数学是

一堆枯燥无味的数字与符号的

集合，稀奇古怪的术语、符号与

公式令人头疼。数学的美是内

在的，数学的美只有在学习和

研究的过程中领略到。有一本

合适的教材，上好每一堂课，是

教好数学最重要的环节，也是

教师的责任。

编写教材并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情。虽然可以参考的相关

教材林林总总，东抄西引剪刀加

浆糊也可以编出一本教材来。

但是这样的教材往往缺乏“灵

魂”，缺少风格。在高等代数教

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比较了国

内外几十种教材，对教材的结

构、各章节的内容安排、习题的

配备等做了深入的研究，最终拟

定了大纲。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编写，形成了讲义初稿，1993 年

开始试用。经过近十年的教学

实践和不断修改，在2003年作为

教 育 部 规 划 教 材 出 版 了 第 一

版。其后多次修改充实，现在这

本教材已经出了第三版。实际

上，这本教材的酝酿时间更早。

大约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教务

处承担了教育部的“外国教材研

究”项目，数学系我是参加者。

在教育部于南京召开的外国教

材研究会议上，我以“国外代数

教材的现状及对我国同类课程

教材建设的启示”为题发言，其

中的观点得到了教育部教材司

负责同志的肯定。校教务处以

及数学系领导也建议我编写一

本教材。我从那时就开始收集

资料，酝酿写作纲要。

编写高等代数教材一开始

碰到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结

构来展开课程的内容。究竟以

“矩阵为纲”还是以“线性空间

为纲”？我们选择了后者。也

就是把高等代数的内容放在线

性空间的框架下展开。这样做

的好处是可以把代数和几何有

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经常采用

这样的方法:“几何”地提出问

题 ，用 代 数 的 方 法 来 解 决 问

题。这样做，问题直观明确，学

生容易理解，也有兴趣，不会在

抽 象 的 概 念 中 迷 失 方 向 。 比

如，矩阵的秩可以看成是线性

映射像空间的维数；相似标准

型问题可以看成是寻找线性空

间的一组基使得给定的线性变

换具有最简单的矩阵形式；正

交相似标准型可以看成为在欧

氏空间中线性变换在某组标准

正交基下的最简形式，等等。

在内容的叙述上，我们以问

题为导向，遵循认识的一般规

律，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

般。力求避免纯粹的定义、定

理、证明的枯燥表达方式。比

如行列式一章的内容，传统上

都是用逆序数直接来定义行列

式的值。这种方法常常使学生

感到困惑，不知道这个定义是

怎么想出来的。我们以解线性

方程组为目标，从二元、三元方

程组开始，使用数学归纳法逐

步引入行列式的定义，让学生

知道行列式概念的来源。这样

做，在概念的引进上要比传统

的做法多花点时间，但是我觉

得还是值得的。数学常常给人

以神秘高冷的感觉。如果我们

能交代清楚抽象的概念、定理

的来龙去脉以及证明的思路，

学生不仅易懂，也会从中体会

到数学之美，提高学习的兴趣。

课堂教学是数学教育的另

一个重要环节。课堂教学要吸

引同学，不能光在语言生动，幽

默风趣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

要从内容上、逻辑上充分展现数

学的美。要做到这一点，我主张

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在每一

章节的开始，要向学生交代清

楚，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分析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即让

学生知道怎么做。这样就会牢

牢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学生

们会从你的讲课中受到启发。

久而久之，科学的思维方式就会

在他们的大脑中扎下根来。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另外

一个环节是让学生看到抽象的

数 学 理 论 不 仅 在 理 论 上 是 美

的，而且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代数学的理论不仅在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工程上有重要的应

用，在现代通讯理论，互联网技

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诸多方

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把

这些内容介绍给学生，自然会

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当然这

些 内 容 不 一 定 要 在 课 堂 上 讲

授，可以指导学生在课外时间

进行学习。

（作者为数学系退休教授）

数学教育与育人
姚慕生

校史馆本学期共接待六千

余新生，校史协会志愿讲解队提

供了共计 191 场志愿讲解服务，

为新生上好关于复旦校史的第

一课。

9月6日起，新生入学教育活

动陆续开始，参观校史馆、了解

母 校 校 史 是 每 名 新 生 的 必 修

课。从学习校史开始，新生们迈

出了他们成长为“复旦人”的第

一步。在复旦大学校史协会成

立的八年里，来自各院系的志愿

讲解员们向新生阐扬校史故事，

传递复旦精神。

他们沿着复旦发展的时间

脉络，从百年前的创校之初到新

世纪的当下，将光辉校史里的如

诗岁月娓娓道来。校史馆里的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共同见

证了复旦 116 年的发展历程，成

为新生们可以具体感知的生动

故事。

今年，由于军训时间与新生

入学教育时间的重合，讲解员们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疫

情防控要求同样严格，

高强度的讲解频率给讲

解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但是在高压之下，

他们始终兴致高昂，为

不同专业背景的新生提

供张弛有度、“因材施

教”的讲解服务。这样

的讲解让新生们逐渐了

解到校史的魅力，并期

待 着 自 己 讲 述 复 旦 故

事。截止 9 月 12 日新生

周结束，已有 27 名同学

报名加入校史志愿讲解

队，其中 70%都是本科

生。

正如他们所说：“我

们不仅是向新生介绍复

旦，更是让新生来感受

复旦。”校史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是复旦人诠释“团结、服

务、牺牲”的复旦精神的力量之

源。 文/谭奕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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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应怀更深层次的意义诉求
冯嘉元

人的一生是由一系列的抉择

联结而成的。当一个人步入人生

最后阶段，尽管呈现出众多以往所

没有的新特点，但这时的生活依然

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联结起来

的。好的生活源于好的选择。

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都不一

样。我同周边老同志一起探讨过，

大家觉得，从人们各自选择的生活

状态来看，确有被意义感的缺失所

困扰的现象。“求木之长者，必固其

根本”，对生活内在意义的认知决

定着老年人所进行的选择。

我在自己由耄耋向鲐背走

去之际，感悟到“老了，应怀更深

层次的意义诉求”。何以如此

说？其一，我深知自己作选择的

特殊性: 时间短了空间小了，给

纠错留的时间更少了。如果不

警惕“意义的贫困”，将导致最可

怕的虚掷光阴。其二，我观察到

当今社会的复杂性，老年人有时

会面临一种令人下坠的力量，总

有一些人反感于“意义”，乃至把

“意义”解构得体无完肤。老年

人如果缺乏警觉就容易被忽悠、

被带偏，把人变得飘若浮萍。

作家路遥曾说，“生活总是

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我在探

询中体悟到，对意义的感受，并

不是抽象的，意义不是孤立的存

在，它内化于心灵之中，融化于

生活细节。在养老生活中融进

意义诉求，也就是内在地嵌入了

价值坐标，给心灵注氧。在这当

中，我经受了唤醒和激活，也触

发了一些困局的解答。

具体些说，垂暮之年，都会想

到生死命题。我一度曾因担心自

己会在某个时刻身体状况猛地断

崖式下降，会突然遭遇没有明天的

一天，而出现焦虑状态。促使我逐

渐想通的是“向死而生”，正因为人

不能免死，所以才有生的意义。而

要使生活有意义，那可不能把养老

生活缩减为逍哉遥哉地活在当

下。因为老年，也有充实与空虚、

志向与苟且等等的区别。正是意

义感助我发现了问题，在问题的倒

逼下，唤醒我向自身的“惰性+任

性”开刀，激活我去做一名思考着

的行动者。

有人认为，都这么老了，还

能有什么选择？无非是“一连串

的盲选”。但这显然与老年人的

现实生活相悖。我的实践也可

佐证，步入高龄，我尝试着蹚出

了一条既化繁为简而又不单调

的路径，在“进一寸有进一寸的

欢喜”中感受着生活的意义。老

年人有选择空间，能主动选择，

岂会是盲选！

老者自觉怀有更深层次的

意义诉求，就是在晚年恒守初心

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要在不

断接受滋养中持续深化的。正

如马克思说过的，“人永远处在

不断完善之中”。

（作者为原上海医科大学党校
副校长）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没有兴趣，何来热爱？没有兴趣也难有创新。历史上不
少大科学家在他们的学生时代，由于对某个老师的讲课发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上了科学研究道
路并做出了伟大贡献。努力讲好每一堂课，是每个教师的神圣职责。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