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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入高中的部分学生，经常会问数学老师这样一句话“课上听懂了，概念也会，公式也能默写出来，为
何不会做题呢?” 多数高中生对数学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没有兴趣。但由于高考“指挥棒”的作
用，又不得不学。“怎样才能学好数学?”成了学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很多人便单纯的认为要学好数
学就是要多做题，见的题多了，做的题多了，自然就熟练了，成绩就提高了!于是“题海战术”便受到
很多教师、学生的青睐。熟话说，“熟能生巧”，当然，多做题肯定对学生数学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
好处。但长期这样，只会使数学越来越枯燥，让学生越来越厌烦，于是出现厌学、抄作业等现象。数
学在培养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是因为数学不仅仅是一种
重要的“工具”或者“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表现为数学思想方法。高考数学学科提出
“以能力立意命题”，正是为了更好地考查数学思想，促进考生数学理性思维的发展。 “数学思想方
法较之数学基础知识有更高的层次.具有观念性的地位，如果说数学知识是数学内容，可用文字和符号
来记录和描述，那么数学思想方法则是数学意识，只能领会、运用，属于思维的范畴，用以对数学问
题的认识、处理和解决”。 “数学思想方法与数学基本方法常常在学习、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获得，
与此同时又应该领会它们在形成知识中的作用，到了复习阶段应该对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基本方法进
行疏理、总结，逐个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思维程序或者操作程序，逐步做到自觉地、灵活地施用于
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高考的每一道数学试题几乎都考虑到数学思想方法或数学基本方法的运用
，目的也是加强这些方面的考查.同样,这些高考试题也成为检验数学知识,同时又是检验数学思想方法
的良好素材,复习时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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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孙中山先生“培养中华民族之元气”一语。1944年定名为培元学校。1952年与蓝靛厂中学班合并
，由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成为海淀区第一所完全中学。学校现有78个教学班，
近3000名中外学生，在职教职工近300名。现为海淀区首批高中示范校。学校早在1989年和1998年，就
分别成立了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金帆广播少年民族乐团”、“北京市金帆书画院”分院。曾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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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余晓灵校长担任首任理事长的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心理专委会正式成立。新时期，学校在秉承
优良传统、致力特色教育探索与实践的同时，努力践行着“为孩子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并朝
着“建设全面优质的理想学校”的办学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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