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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数学素质的培养

         ——在福州一中的演讲

今天很高兴。很高兴到我们福州一中的新校区。一方面羡慕你们，另一方面也很

“嫉妒”你们，因为你们能上这么好的中学。我是惠安一中毕业，惠安一中也是一所很

好的中学，但跟福州一中不能比，所以很羡慕你们。你们那座新图书馆，那么气派！

把我惊呆了。那是中学的图书馆吗？那么大，那么气派，真了不起。目前还在世的福

建籍数学院士总共是四位，这四位当中就有两位是福州一中毕业的，所以福州一中真

的非常了不起。福州一中有一百多岁了吧？一百八十七，哇，有非常辉煌的历史。所

以非常高兴来到福州一中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上的一些问题。

这次领导给我一个作文题，叫做“谈谈数学素质的培养”。这个作文题对我来说太

难了，要考这个作文题我肯定不及格。因为数学素质的话题，不是特别好讲。我想给

大家比较坦白地、老实地交谈一下，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你们在座很多人，

肯定要比当时的我强很多很多。所以我就同大家交流一下我读中学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在开始介绍之前，我有个事情请大家帮忙。由于我长期“脱离群众”，老是关在屋

陈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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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脱离社会，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懂，我的家人给我的评价是“不食人间烟火”。所

以我面对这么多优秀的中学生，心里头有点负担。我怕我讲的东西对你们一点用处都

没有。有五百个学生在这里，我讲一个钟头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要花五百个钟头来做

这个事情。我希望能有一点效果，要有一点效果呢就希望大家帮我忙。你们关心什么

问题，你们就提出来，然后我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在座的大

约有五百人，举手的情况会有一些困难。因此你们可以写一些条子，然后我请校长帮

我忙，收集一些条子上来，然后看看我能回答多少，我努力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是我

先请求你们帮忙的事情。

现在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读中学时的学习经历和体会。我对中学的生活非常非常

地怀念，假如我能够写回忆录的话，我一定会花很多笔墨在中学阶段。因为就我个人

来讲，中学的生涯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整个世界观的形成，整个理想的建立，都是

在中学阶段。

自学的重要性

我对中学的阶段非常地怀念，也觉得很重要。跟在座的同学比，当然我也很惭愧。

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什么都很好，还当了一个很大的“官”，叫做“中心小学的少先

队大队长”，那是很大的“官”了，嘿嘿。从乡下的小学到中学的时候，我是保送到中学的，

所以我很多功课都是四分、五分。我们那个时候是五分制的。

不过我也有很不好意思、很丢人的事，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算术是三分，三分

就是刚刚及格。所以我是算术刚刚及格而被保送到初中读书，因此很惭愧。你们当中

肯定没有人刚刚及格而被录取到到这儿来，对不对？这里不会要你们的。我离开小学

的时候，我小学的老师对我说 ：“你到中学以后，要好好学数学，你数学不好的话，其

他学科就没法念了。”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张。所以到了中学以后，我听老师的话，就是

说数学咱们要用功学，不然就完蛋了，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把数学学好？那个

时候不会学，才十四岁，只懂得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好，能找到的题尽量多找来做，

如此而已。况且还有些题目不会做。那个时候在乡下，参考书是找不到的，仅仅是把

课本的题做好，不懂得怎么多学习。

大概我这一辈子，运气最好的时候就是初中二年级，当时我听了一个课外讲座，

是我们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作的，这个老师也姓张。课外讲座的主题叫“怎样自学”。

张老师讲了我们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自学成材的故事。从初中生、到

大学旁听生、到清华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一直到大学的正教授，讲他的传奇经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华罗庚先生的故事。华先生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他的很多名言，

比方说“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陈木法院士在南方科技大学作《数学的进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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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在讲座中还以他自己的经历，介绍了自学的重要性。他给我们做报告的时

候，口才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张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就是咱们平

时说的“结巴”。张老师怎么克服掉这个口吃的毛病呢？他通过每天早上起来读剧本的

方法，竟然完全改掉了这个毛病。没有人教他怎么克服这个口吃的毛病，可以说张老

师是通过自学治愈了这个毛病的。不是从医生、医学院那里找到办法，而是自己找到

了读剧本的办法，把这个毛病去掉。张老师当年在惠安一中，现在很多人不会晓得他了，

老师退休了。他是我们惠安县的三个特级教师之一，是很有成就的。五十年代，北京

师范大学出了一份杂志，叫《数学通报》。《数学通报》那本杂志每期都有一些问题寻

求解答，50 年代的时候凡是能够做出来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登出来。我看到张老师的名

字几乎每期都有，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他也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通过自学才

有这样的成绩。张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学会自学。

我今天给大家讲，我不知道领导会不会批评我，大家都“自学”还要老师干什么？

我壮着胆子再往下讲。我觉得自学是人生中特别根本、特别重要的本领之一。有很多

的学生，比如说大学毕业了也就彻彻底底地毕业了，一点都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他

们缺乏自学的能力。所以我对自学特别看重，特别喜欢。以致于我工作以后，我曾经

在贵州教过两年的中学，主要教高中数学。那时我年轻气盛，认为关键要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所以我当时教数学，两节课中有一节让他们自己看书，然后第二节课我才

作一点解答。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一次认真的试验。当然开始的

时候学生都造反了，非常的不习惯，说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上一个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证明都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又因为左边等于右边，所以等式相等”，讲得很细，哪

能叫我们自己看书。我说不要这么死板，“又因为左边等于右边”之类的话就不要写了，

仅写“所以等式相等”就可以了。但只这么一点改动，许多同学都很难接受，更不要

说让他们自学了。可见开始有多难。

自己学习，看似进度很慢。不光很慢，学生会跟我吵架，会不满意，他们去告状。

告状告到我们领导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教研组组长特意跑过来听我的课。因为我是年

福州一中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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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教师啊，所以我们教研室组长才来检查听我的课，看我是不是不上课。不过听我的

课那天，我运气还好啦，事先不知道她来听课，也没有跟她说清楚我在进行培养学生

自学的训练。那天正好我讲习题课，所以那一次课全是我讲的。我们组长听课后很高

兴地对我说“你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乱来啊”。一年之后，这个班所学的数学是整个贵

阳市学得最多的。一开始他们学得很累，后来他们会学了，就学得快乐，老师就不用

多讲了。这样呢，速度就加快了，所以他们学的东西是最多的。我也就比较得意我曾

经培养出一些学生的自学能力。

那么接着讲我初中二年级听了张老师报告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学习，初中二年级

的功课学完，我就把初三的拿来学。初三的学完我就把高一的拿来学，高二的学完我

又学了一年大学的课本。到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完之后我就回家种地去了。种地的

时候就拿了一本概率论的书来学，所以我学概率论是从十几岁开始。拿的是一本前苏

联的概率论教材。后来才知道那是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当时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

就是我的中学年代。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要学会自学。学会自学并不是说要在离

开学校后才需要，恰恰相反，在上学阶段就应当学会自学。

信心的重要性

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说，像我算术这么差，然后要学数学，最后稀里糊涂走上

了一个搞数学的道路，多少会让人感到奇怪。像你们得天独厚，什么功课都特别好，

你们当然要有更远大的前途。那个时候，有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没学好，那你还

要往前走，还要继续求学。有时候题目做不出来，就会想到放弃。我们在座也许很多

同学都出身“高贵”，而我出身贫寒得一塌糊涂，在乡下的乡下，整个村庄才十几户人家，

只有七、八十人口的地方。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不论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信心。

不过，我自己有点好运气。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

全年级最好的，所以我的班主任，数学老师，也姓陈，他把我的数学考卷贴在教学楼

的走廊上。横眉上写的是“状元榜”。因为那个陈老师也是自学成才的，所以对我们这

福建籍的数学院士（左至右）： 刘应明、郭柏灵、陈木法、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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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学的人格外地爱护。他贴那个“状元榜”的话是你考得最好嘛，所以他很高兴，

把考卷张榜贴出来。这个事情虽然很小，但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很大。因为此事让我觉

得我还行、还有点“了不起”，因此也就觉得我肯定能学好数学。我认为一个人年轻的

时候，小孩的时候，稍微翘点尾巴不要紧，有点小骄傲也不要紧，就怕你没有信心。

我还有一个经历，也是老师“重用”我。具体说，我当时曾经帮老师改过两次的

数学卷子，一次是我们班的卷子，考完试，老师喊我帮他改卷子。第二次是高年级学

生补考的卷子。这两次改卷子对我影响很大。改完卷子回到寝室睡觉的时候同学们问

我得多少分，我就很得意地告诉他们得多少分，感觉很好，这样就多了点信心，不会

老瞧不起自己。所以我很感谢老师“重用”我。

不过还有一点别的体会，由此我对分数就有一点新认识了。比如同一道题，你做

得好坏其实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有些时候你用比较正统的方法做，是对的，给你打满分。

如果你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法，自己想半死想出来的方法做的，你有创新的发现，你

得的也是满分，你不比别人多得一分。所以分数有时候是不公平的，其实这里头差别

巨大，不一个层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分数也比较淡漠，好像也觉得就那么回事。

以前我对分数看得挺重的，后来如果人家都是满分，我得 99 分我可能也不会苦恼，也

不会难受。那么就因为这次老师“重用”我，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认识。

你想想看，一个乡下来的孩子，小学算术只有 3 分，以后要当数学家，怎么可能

呢？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老师这样鼓励你、“重用”你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一个观

点：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对孩子、对学生要多给一点鼓励，多给一点奖励。这样有些时候，

他们可能会超水平的发挥。我想，从我们同学自己的角度说呢，自己也要有信心，追

求进步，一天一天地积累，你就能学得非常好。

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二条就是这样，我说我得到老师很多的“重用”，感激不尽。我

也希望我们老师“重用”在座的学生，家长“重用”在座的孩子们。

学习要讲方法

第三个是给大家讲一点方法。也许有人会问，当时你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怎么会有那么强的自制力？因为功课特别紧啊，你还要学那么多东西。你要有特别强

的自制力，但是你是用什么办法来做的？应当坦白地说我小时候非常顽皮，你们在座

很多可能都是乖孩子吧，我很顽皮。我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长。那时候我

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下午只有一节课的时候，我有时爬窗进去打乒乓球。我的班主任

老师特别恼火，把我的乒乓球拍没收了，应该属于顽皮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办法来

管住自己，就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我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也许到我研

究生毕业以后，只要是有比较系统的时间，我常常会很严格地做计划，差不多每一个

钟头都是有计划的。有一个好的计划，今天我该干什么就比较清楚，自然就会有较高

的效率。那么定计划呢，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完成计划，否则你就胡来了。然而，我们

在这个年龄段，常常在晚上睡觉之前野心很大，“明天我一定好好干”，但是睡一觉起

来就全忘记了。你定完计划不执行，不也等于没定计划？

如何强迫自己去执行自己的计划？我有一个做法就是每天写日记。写日记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糊里糊涂，疯玩过去的时候，你晚上日记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很痛苦。你总

不希望写下今天我胡闹了一天，对不对？这样就能促使你每天把自己管住。这时候最

主要是靠自己管理自己。日记真是好东西。写日记呢，我说它有监督作用。它是一个

好的监督员，有时候比老师、比爸爸妈妈还管用。日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做

你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你的心里有什么想法，跟其他人不好讲，就在日记里头写一通。

我记得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彻底“罢官”了一整年。当时自己也稀里糊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