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对于数学学习评价的⺴⽹网络调查 
	   	   	   	   	  

	   	   	   	   在 21 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际论坛（数学专场）召开之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网上发起

关于““为什么要学数学，要学多难的数学”的调查。共计 4724 位网友参与了此次调查。参与调

查的样本人群从年龄分布上来看，以中青年人群为主，18 岁及以下人群所占比例为 6%，19-‐25 岁

人群比例为 23%，36-‐45 岁人群比例为 30%。性别比方面，此次调查男性的参与率较高，超过七成，

相应的参与调查的女性为 28%。参与调查的人群的学历普遍较高，约八成的人群具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半数的参与者为家长（包括子女正在上学、没有子女或是子女已经毕业），学生人群参与的

比例则为 26%。	  

	  

	  

	  



 

	  

	  

	  

	  



 

	  

	  

	  

	  

	  

	  

	  

	  

	  

	  

	  

	  

	  

	  

	  

	  

	  

	  

	  

	  

	  

	  

	  

	  



 

对于数学学习的态度 

	  

l 超过半数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数学学习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三成左右的人

群认为在数学课堂上学习到的东西缺乏实际效用，与日常生活存在一定的脱轨	  

l 超过七成的人群认可数学学习能够锻炼和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特别是思维能力方面，同时

也有约 30%的人群表示数学学习不仅关系个人，更关系到国际竞争力的水平	  

l 对于为什么学数学方面，只有 10%的参与调查者认为学好数学是为了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约四成参与调查者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认为如果学生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不应该强

迫学生学习数学。	  

	  

	  
	  

	  

	  

	  

	  

	  

	  

	  

	  

	  

	  

	  

	  



 

	  

对于数学计算能⼒力的看法 

	  

l 是否应该在数学学习和考试中使用计算器一直是一大争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反对使用计

算器的人群超过支持者，他们坚持认为使用计算器不利于学生锻炼自身的计算能力。	  

	  

	  
	  

	  

	  

	  

	  

	  

	  

	  

	  

	  

	  

	  

	  

	  

	  



 

	  

对于⺫⽬目前数学学习难度的看法 

	  

l 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数学学习，认为比较难或是很难的人群都超过了半数；其中认

为小学数学课比较难或是很难的参与调查者比例为 52%，认为初中数学比较难或是很难的比

例为 53%，认为高中数学比较难或是很难的比例则为 70%。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数

学学习，认为很简单的比例都在 10%及以下，这说明目前我国数学学习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

超过了普通学生的接受程度	  

l 参与调查者对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数学学习难度的评价呈现出一定差异，且认为数学学习

的难度随着年级阶段的上升而升高。高中数学的难度相对最大，七成的参与者认为高中数学

很难或是比较难，小学和初中数学难度则较为相近。	  

	  

	  

	  

	  

	  

	  

	  

	  

	  

	  

	  

	  

	  

	  



 

 

对于数学课的喜爱 

	  

l 对于数学课比较喜欢或是很喜欢的人群占 54%，明确表示不喜欢数学的人群为 15%，30%的

人群表示一般。数据说明参与调查者对于数学课的态度相对较为积极。	  

l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本次调查的人群中 72%为男性，性别比是否会影响到对于数学课的喜爱

值得进一步探索。	  

	  

	  

	  

	  

此次对于公众“为什么要学数学，要学多难的数学”的调查，有⼏几个值得关注和探讨

的⽅方⾯面。 

	  

一是数学学习的难度问题。调查显示较大比重的人群认为目前基础教育以及高中阶段的数学学习

难度较大。考虑到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用到所有课堂上的数学知识，少部分人群质疑要求学生掌

握非常深奥抽象的数学是否有意义。数学课程内容学习的难度如何适应学生不同的能力水平和需

要，如何精选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做准备的基础数学知识和技能？	  

	  

二是数学计算能力的问题。目前部分数学考场上允许学生使用计算器，其余的地区则禁止使用，

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使用计算器会影响学生计算能力，造成学生过度依赖计算器。这其中涉及的争

议是，学生是否真的有必要亲自计算每一道题目？如果学生掌握了计算的思路，借助于计算器能

够节约时间，而且不影响自身计算能力的提升，这样是不是能够被允许？就目前而言，这恐怕还

是个没有结论的问题。	  



 

	  

三是对于数学学习的喜爱程度。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由于本次调查中 72%的人群为男性，28%的人

群为女性。性别差异对于评估数学学科难度、对于数学学习的喜爱程度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是，15%的人群明确表示不喜欢数学，30%人群也态度不明，导致这些人群

不喜欢数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尽管调查中并未涉及，但是数学课程难度较大会不会是部分学生

不喜欢数学的原因呢？这也值得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是数学学习与兴趣的问题。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参与调查者认可数学学习对于个人数学素养和

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认为学习的兴趣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生缺乏兴趣，不应当强迫

学生学习。与此同时，认为“为了在考试中取的好成绩而学习数学”的人也占到了十分之一。这

也从侧面说明人们越来越看重兴趣对于数学学习自主性的重要性，而并非盲目的追求成绩、牺牲

学生从学习中能够获得的快乐。	  

	  

从此次调查来看，数学学习的实用性的问题仍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我们的数学教育在过去过

多地考虑了数学的工具性，考虑数学教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注重“智育”目标——即集

中在掌握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上。当前新一轮的数学课程改革呼唤的强调“人的发展”的需

要，数学课程与教学到底应当培养学生怎样的数学核心素养是未来课程改革需要重点探索的方向，

使学生通过对数学的亲身体验和实践，应用基本的数学原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产生对事物

发展和变化规律进行理性思考的爱好，养成尊重理性、尊重事实、严谨细致、独立思考、乐于推

理探寻的基本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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