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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论文写作意识的培养
———对中学数学论文的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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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数学教师往往注重实践，教学效果很好，却不知怎样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写成具有较
高价值的学术性论文。中学数学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过程中要加强写作意识的培养，包话前瞻意识、创新意识、理
论意识三个方面。写作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改变论文创新性不足、理论论述缺乏的现状，提高论文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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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诸领域中的问题
进行探讨、研究，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1]。学术
性论文就是在符合学科本身要求的边界范围内，以
该学科特定的概念或范畴来解说问题以阐述自己的
思想。如果写论文时专业术语很少，散文式的语言
或大众化语言很多，那就不是学术性论文。学术性
论文有结构要求，论证和推论比较严谨，不是想到
哪儿写到哪儿[2]。学术性论文要有论点，论据充足，
论证富有逻辑；要有一定的专业性，是对某一学科
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学数学一线教师往往注重实
践，教学效果很好，却不知怎样把自己的实践经验
上升到理论层面，写成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性论
文。笔者审编校中学数学论文 10多年，从编辑的
角度认为中学数学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过程中就
要重视学术性论文写作意识的培养，包话前瞻意
识、创新意识、理论意识三个方面，以改变写数学
论文时只举例子，缺乏理论论述的现状。

1 前瞻意识
具有前瞻意识的人，当别人还没有想到的时

候，他却已经开始运筹；当别人还没有行动的时
候，他已经付诸行动了；当别人醒悟过来一哄而起
的时候，他早已转向新的思维、新的行动了 [3]。也
可以说，前瞻意识就是超前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在

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如数学教学领域的
热点焦点信息、与同行交流过程中或某次讲座上
听到的能引起共鸣的新观点或新问题、在教学过
程中遇到的新方法新思想甚至是某个学生的创新
解法等等。

例如，笔者曾收到一篇题为“多元齐次对称生
成分拆基初探”一文，文中出现“四元六次”、“四
元 6次”、“4元六次”、“4元 6次”等等数字使用混
乱的情况。由此激发了笔者对数字用法的思考。笔者
从知网里查阅过，没有人探讨过这类数字用法的规范
化问题。笔者很快写成了《“四元六次”还是“4元 6
次”？———科技期刊中数字用法引发的思考》 [4]这篇文
章。由此可见，前瞻意识是论文写作的催化剂。中学
数学教师平时就要养成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敏
感性以及作出快速反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前瞻意识。

2 创新意识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

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论文的创新是指选题的新颖或内容的创新。
2.1 选题的新颖

有积极创新个性的教师，总是善于从总体上把握
和预测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的现实需要。对旧
的选题资源进行多视角、深层次的开发，积极关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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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领域的新的信息、新的经验、新的进展、新的
成果，注意发现新信息、新问题，及时地以敏锐的学
术嗅觉，提出新颖的选题。

例如，新课标实施后，有的教师就能紧跟热
点，写出了“新课标下的数学教学初探”。这里旧
有的选题资源是新课标实施前的“数学教学”，一
旦加上“新课标下”，题目就立即变得“新颖”起
来。选题的新颖会带来内容上的创新，因为新课标
下的教学与以前的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新课标强
调“要重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教学。”
教师要引导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创造
过程，让学生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2.2 内容的创新

当选题不新颖的时候，教师就应想方设法提高
论文内容的创新性。如果论文的内容有新的观点、
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或新的结论，符合其中一点，
就达到了内容上的创新，这样的论文依然有学术
价值。

例如，笔者曾接到一篇论文：“在高中数学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这
类选题不是新颖的，应该说在初中阶段就要注重培
养学生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了。在高中阶段
还谈形象思维，好像不妥。但笔者审这篇稿件的时
候，觉得这位作者所举的例子采用了新的方法。
“函数 f (x)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于理解。
但是教师可以通过类比联想，把 f想象成一个照相
机。如果一个人 a通过照相机 f得出一张像 A，那
么就可以写成 f ( a ) = A，这就是一个人对应着一张
像的道理。一个人通过照相机不能出来两张像，与此
类比，函数不允许一个对应两个。相反地，两个人 a、
b，通过照相机可以拍出一张像 A，这是允许的。也
就是说函数允许两个对一个，即 f ( a ) = A、 f ( b ) =
A。通过这样类比联想，学生就可以从一个摸得着、
看得见的实物去理解函数概念，就容易多了。”对
函数概念的教学有书本上的方法，而作者创造出了
新的方法，符合内容创新的四点之一。

3 理论意识
3.1 对分论点找理论支撑

作为一线教师，倾向于注重实践，考虑比较多
的是怎样教学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很少考虑
怎样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写成具有较高价
值的学术性论文。因此教师要培养自己的理论意

识，在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策略写成具有学术性论文
的时候，对分论点要展开一段理论上的论述。笔者
在多年从事中学数学论文的审编校工作中总结出了
三段论的思想，即对分论点的论述要有理论支撑一
段，例子一段，小结一段。

例如，有一分论点“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教师可以通过上网或者引用他人对“兴趣”
的论述，后加上自己的理解，具体地在数学教学中
可以……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这样就构成
了理论支撑一段。如布鲁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兴趣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教师要推动学
生去探求新的知识，发展新的能力，就要努力去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数学教学中可通过多媒体辅
助教学，激发学生各种感官，来达到激发学生兴趣
的目的。

理论支撑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提高论文学术性
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2 文中要避免“我”人称的出现

教师在写论文时不要出现很多“我”怎样、
“我”怎样的表述，更多地要使论文所讨论的问题
具有普遍性、有学术意义，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体
会。怎样把“我”的教学方法，变成教师们都普适
性可采用的教学方法。当表述“我”怎样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可以把“我”改成“教师”来表述。

例如，“依据‘最近发展区’的思想，我采用
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正弦
定理’时，我先提出问题进行探究……”可以改为
教师做主语进行表述：“依据‘最近发展区’的思
想，教师可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思
维。在教学‘正弦定理’时，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这是提高论文学术性的微
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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