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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是李老师的学生，还是

他的“超级粉丝”。

今年3月12日，《数学眼光看道

家》慕课上线，主讲人是李尚志老

师，他讲这门课程的目的是用贴近

生活的故事帮学生理解道家哲学。

许多人认为数学难懂，因为它

抽象。将难懂的数学加上难懂的道

家，是火上浇油更难懂，还是以毒攻

毒化难为易？

李尚志作为数学教师，其功夫

就在于抓住本质、化繁就简，正如他

常常说的“张三丰教太极，抽象指挥

具体；独孤求败写教材，简单才是正

宗”。他以前也推出网络公开课《数

学大观》，专门用故事讲数学，让抽

象的数学变得有趣。课程推出来

后，粉丝无数。

为什么用故事讲数学？李尚志

老师说他是跟着老子的“道法自然”

学的。他将数学与道家主张联系在

一起，你能想像那是一番什么样的

景象吗？

李尚志老师似乎天生就具有这

样的能力，在他的慕课课程里，我们

看到他把许多哲学难懂的道理用数

学、科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帮助我们

认识了许多道不清、说不明的问题。

结合历史案例、生活案例、数学

案例、科学案例帮助我们理解哲学

观点，利用哲学观点帮助我们处理

生活和工作的问题，这样的课程讲

授方式，我们能不喜欢吗？还有什

么比这样的“寻道”之路更美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

政协委员 陈霞）

我心目中的“尚志爷爷”是一个

谦逊、朴素、博学的人，他能跳出书

本，讲学独具风格，甚至从哲学的高

度看数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尚

志爷爷，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

历、把人生思考运用到数学教学的

哲学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学院

华罗庚班2014级本科生 崔诗颖）

七十古来稀，俊健傲霜枝。巴

山传薪火，玉泉聆天机。桃李遍四

海，寿诞赛瑶池。人生堪自足，来世

学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 谢清粮）

给逻辑严密的数学加入浓厚的

人文气息，把枯燥抽象的原理融会

于文采飞扬的讲解中，是他的独树

一帜；让我们走进多彩的课堂，是他

的另辟蹊径；让我们远离单调的公

式，是他的别具一格。他让我们在

轻松与欢乐中受益匪浅。

（2008年第二届“感动北航”表

彰活动学生集体评点）

别人眼中的Ta“有时候，大师不只是一种称谓；有时候，

大师真的能算是大师；有时候，换个老师你可

能真的就喜欢数学了。”

这里的“大师”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李尚志，学生常用各种各样的赞美表达他们的

惊叹。

的确，李尚志值得这样的惊叹：中国自己

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之一，首批国家级教学名

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4次进入人民大

会堂接受表彰并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每

一项荣誉都是殊荣。但无论获得多少荣誉，李

尚志只认准自己的“教师”角色，坚守一线上数

学基础课。

“分享数学学习的快乐”“每一个角落都有

数学的存在”，似乎李尚志的一辈子就是为数

学而生。因为数学，他让自己和学生时时都能

领略数学之美。

“这样教数学，小孩最喜欢”

李尚志曾经做过不短时间的小学教师。

那是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科毕业，恰逢“文革”，本想着留校从事数学

研究的他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到四川大巴山深

处的公社学校当一名小学教师。想起第一次

到校入职的情景，李尚志仍记忆犹新：一位领

队教师被派到城里领教材，顺便接上了李尚

志。当时通往学校的路没有公交车，两人只好

背着几十斤重的教材，翻过一座大山走30里山

路才到学校。

第一节课，李尚志给学生出了一道题：1/

3+1/2=？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2/5”。李尚志

顿时懵了。基础如此薄弱的学生怎么教？他

相信大山里的学生是可雕的璞玉，课后花更多

时间与他们打成一片。学生敏锐地发现，这位

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一个厉害的本事：五角星画

得绝对端正，这样高超的本事简直高不可攀。

这同时也启发了李尚志，教数学一定要找到突

破口和诀窍。后来李尚志又用自己的“绝招”

教学生画五角星：先用圆规画圆，再将360度的

圆周五等分，得到每一等份的 72 度角，再用量

角器画72度得到五等分圆的分点，如此连接起

来，五角星就跃然纸上了。孩子们也学着试

试，果然奏效，瞬间被数学的公平和美妙深深

震撼了。

“教法从学生最易接受的方式开始，从学

生可以感知的实物开始，这样的教学孩子们爱

听，这样学数学孩子们喜欢。”李尚志说。

课上教学生，课后干什么？尽管地处偏僻

农村，李尚志却从未闲着。他钻研教学、自编

讲义，并用蜡纸刻印资料分发给学生。农村没

有电灯，他借助烤火堆里松枝燃烧的火光读完

《数论基础》。这些在当时看来无用的学习和

思考，不仅帮助他教好学生，积累了教学经验，

也让他的脑袋没有“生锈”。当改革开放机遇

到来时，他及时抓住并考上了研究生，成为我

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

许多人赞扬李尚志有远见，他却回答道：

“我哪能知道要考研授博士学位，研究数学是

因为我喜欢。我只读了一年大学就碰上‘文

革’，读书的时间被浪费不少，如果国家哪天要

重用我，我够格吗？万一机会来了，我要准备

好。”除此之外，李尚志内心还有一个最朴实的

想法：“即使读书无用，但我很快乐，很知足。我

读得多、了解得多，即使不出大山，也能把学生

教得更好。”

把数学讲成诗

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1978 年，借改革春风，李尚志重回母校读

研究生。有人以为他完全是为了“拿毕业证后

跳出山门”，李尚志却说“我从小就爱读书，只

是一心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借着那股执着劲儿，李尚志完成了学业三

级跳，第一年就把导师要求做的所有论文做好

了。1980年，他还完成了著名数学家段学复从

国外带回来的数学理论猜想。1981年底，李尚

志毕业后留校任教。

与许多大学教师的课堂不一样，李尚志的

数学课充满欢声笑语。为了让课堂内容活泼

易懂，他将广告、音乐、美术、旅游，甚至诗歌、

武侠小说都化为数学语言，让学生爱上数学。

一次课上，李尚志为了引出循环节原理，

从一个商场广告“商家打折之代数玄机”说起：

逛商场看到一个打折广告，上边写着原价1428

元。在仅仅知道一个已知条件的前提下，他问

学生：“你们猜猜商场可能要打几折，现价是多

少？”许多学生摇头，觉得已知条件不够，算不

出折扣，当然也无法算出现价。李尚志慢慢启

发学生“看到1428我们想想142857是个什么数

字”“1/7 展开而得的数字，商家表面上想打 7

折，实际上是为了卖出1000元的现价”。

“我这是让商家帮着讲数学。”李尚志笑着

说。在学生对这样的讲法感兴趣时，李尚志接

着引入要讲的数学理论知识，甚至更深奥的定

理公式。

“如果先讲理论，学生的兴趣估计会大打

折扣。我从小做数学题也不喜欢看答案和提

示，而是先充分想象。”李尚志微微一笑说：“同

样，在教学中，我想到的不是让学生急于得到

‘鱼’，而是让他们想到‘渔’。”

李尚志天生爱琢磨，四川老家竹子多，他

就用竹子做笛子。为此，他开始研究每个孔

的位置与各音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他还把细

线捆在金属文具盒上做成吉他，研究手按的

位置与发音频率的关系，他后来又研究钢琴，

终于知道钢琴上各键发音频率成等比数列。

许多年以后，他将这个知识搬到课堂，利用等

比数列计算 Do、Re、Mi、Fa、So、La、Si、Do 的

频率,再利用计算机编程播放出来。《康定情

歌》《套马杆》等音乐旋律在他的数列编排下

悦耳动听，一改数学在学生心目中死板枯燥、

恐怖冷峻的成见，代之以英姿飒爽、和蔼可亲

的本来面目。

李尚志旅行时看到峨眉山的佛光，用连续

函数描述；出差在宾馆里发现台灯照射图，马

上用圆锥曲线呈现……在他眼中，无处不数

学，“数学的故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当数学教师爱上诗，另类惊艳登场了。

李尚志爱写诗，并把诗歌运用到数学教学

中。他清楚地记得，2006 年为北航文科生上

数学基础课后，赢得了许多“数粉”。“星移斗

转落银河，月印三潭伴碧波。保短保长皆变

换，能伸能屈是几何。”几句自作短诗，李尚志

就给出了线性变换的两个例子“星移斗转”

（绕轴的旋转）和“月印三潭”（关于平面的对

称），还展现了关于几何变换的不变量的爱尔

兰根纲领。

李尚志写诗、作音乐，绝不是为了卖弄文

采，而是为了还原数学的“本来面目”。他说，

如果再板着面孔将一些枯燥的数学知识灌输

给学生，不仅不能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反而

会强化他们对数学的反感和仇视。所以，李

尚志认定的教学目标是“展示数学的神奇、精

彩、美丽的本来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学生

对数学的好感和兴趣。即使达不到这一目

的，哪怕能够降低他们对数学的反感和仇视

也好”。

“通过有招学无招”，后来李尚志还为这门

课程取了一个文雅的名字《数学大观》，“大

观”二字取自于《岳阳楼记》“此则岳阳楼之大

观也”。

正 因 为 如 此 ，李 尚 志 的 学 生 评 价 他 为

“李老师是数学顽童”“Terrific（了不起）”“聪

明绝顶的人”“从小学到现在碰到的最可爱

的老师”。

玩转慕课的“潮老头”

慕课来袭，有人担心传统教学方式将被之

取代，李尚志对这样的结论坚决说“不”。

李尚志认为，慕课只是一个新的舞台，好

的舞台可以为节目增添光彩，但节目的好坏首

先不在于舞台，而在于剧本的创作和演员的表

演，“慕课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课程内容的设

计和讲授”。

“数学爱我们”“数学聊斋——身边的数学”

“几把尺子量乾坤”“凌波微步微积分”“密码大

战福尔摩斯破凯撒”“指鹿为马之幼儿版”“乾

坤挪移之复数实现”等，都是李尚志慕课里的

重要内容。

“如何将教学内容讲得深入浅出、易懂易

学，这既是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是慕课使命。”

李尚志带着这样的理念做慕课。

2011年，李尚志把《数学大观》做成视频公

开课，每讲 35分钟共 14讲，每一讲里有两个故

事导入。两年后，他将其改造成慕课，这一课程

开始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进行选

修，学习人数已经超过10万。

“从慕课导入课里我们得知，李老师连课程

名称都是想了又想，从这个细节可见他对教学

的认真”“从音乐中也能学数学，真是太奇妙了”

“很优秀的老师，现在高校热衷教学的老师很少

了”“这不仅仅只是数学大观，还能启迪人生。

我希望自己今后也能这样当教师”，听过慕课

《数学大观》后，许多学生和网友纷纷留言发表

学习感悟。

目前，李尚志编写的《微积分启蒙》《线性

代数启蒙》课程正在爱课程网第4次开课，选课

人数累计约6万人。2015年，李尚志制作的“微

课”取得华北赛区、全国赛区唯一特别奖。

作为一位老教师，把慕课玩得如此“时髦”

很不简单。数学学院的年轻教师们感叹道：

“李老师是一个能精准掌握教学规律的人，只

要有新事物出现，他跟进的速度就非常快，有

时甚至是超越。”

李尚志听到这些评价，平静地说道：“我只

是不希望我的经验随着我的退出而烟消云散，

所以要通过做视频课等手段将这些经验留下

来、传出去，让更多师生受益。”

正因如此，伴随着每一次教育改革和发展，

李尚志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初步统

计，他主持的教学改革项目3次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主持的3门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喜欢的事，再来500年又何妨

李尚志今年 71 岁，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

像他这个年龄，许多教师已经退休安享晚年，

他仍然致力于为低年级本科生讲授基础课《高

等代数》《抽象代数》，继续面向文科研究生开

设专题课，并带华罗庚班的本科生。他还担任

北航数学建模社的指导教师，多次指导本科生

建模竞赛培训。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时间？

事实上，李尚志的许多论文、教学文章都

是在乘坐班车、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时完成

的。他说：“在班车上，我可以写博客、编数学

题、作诗，有时带着助教，我还能在车上辅导。”

在 别 人 看 来 很 累 的 事 ，李 尚 志 却 乐 在

其中。

许多人问李尚志：你讲课涵盖了音乐、美术

和武侠等，备课任务一定很重。其实李尚志并

非为了备课才去查阅和学习音乐美术武侠，而

是早就喜欢音乐美术武侠并且颇有心得，然后

再把这些心得拿到课堂上与学生分享。他在读

中学时就是班上演出文艺节目吹笛子伴奏的主

力，现在经常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听歌唱歌。家

里养的泰迪狗耳濡目染，竟然也在某一天突然

“自学成才”开口哼唱，表情认真投入，节拍正

确，可以算是“最美和声”。如此热爱数学、热爱

音乐、热爱生活的李尚志用诸多美妙现象讲数

学，时时处处沉浸在快乐之中，哪里还有什么苦

和累？

李尚志前几年学车，教练一会儿要他对这

个“点”，一会儿要他对那个“点”，后来，他利用

曲率公式、对称图形等很快就解决了S形转弯、

倒车入库等问题。他还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

他认为教师教数学只是驾校的模拟路段，不是

为了让学生一辈子只会做学过的数学题，而是

用已知解决新问题、发现新知识。

“老师教的是‘小数学’，自己去应用才是

‘大数学’。”在李尚志的人生中，数学、诗歌、自

然现象、社会现象在脑中已经融为一体。“无数

学，不生活”成为他践行的教学理念，也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

2016 年 9 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庆祝第

3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李尚志因为入选第二

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而接受

表彰。学生问他：“什么力量让您在教育战线

坚守 40多年？”“人民需要，我也喜欢。”李尚志

掷地有声的获奖感言让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我已经教了46年书。最后一个中国梦，就

是再教46年，甚至500年！”掌声经久不息。

现在，李尚志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记者采

访前后，他刚参加完新学期北航新生的开学典

礼、华罗庚班的数学面试，还要去参加“万人计

划”的评审。他说，这几年还要重点讲授《数学

眼光看道家》的慕课，“贴近生活故事帮你理解

道家哲学，真正理解道法自然”。

李尚志心里装着一本账：如果用传统方式

教学生，以一年教100个计算，现在教了48年也

就 4800 名学生，即使教 50 年也就 5000 名学

生。但是，通过慕课已经实现了10余万的学习

量，这得相当于自己教了20辈子的书。

“我最终要退出教学舞台，所以现在要加油

往前走。”李尚志对此坚定不移。

□ 本报记者 吴绍芬

“聪明绝顶的人”“从小学到现在遇到的最可爱的老师”“连家里的小狗都是他的数学粉丝”。这位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
博士、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到底为学生展现了怎样的教书育人魅力？

李尚志 1947年6

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

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

年5月获理学博士学位，

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

18 名博士之一。2003

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

师奖。2016 年获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称

号。多次获得国家级精

品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等荣誉。

李尚志：无数学，不生活

1. 你认为自己的性格特点是

什么？学生眼中的你，认为你的性

格特点又是什么？

答：自强不息、平等待人。学

生认为我平易近人，热情待人。

2.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从不奢望天上掉下一种才

华被我拥有，更赞同通过努力获得

才华，即靠自己努力拥有才华。

3.你最欣赏的以改革知名的学校？

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如果给你足够的权力，你会

将自己的课堂变成什么样？

答：让课堂变大，学生受益面变宽。

5. 学生的哪一句话曾让你心

灵触动？

答：在深山峡谷遇到的第一个

学生说：“李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

们上课啊？”

6.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

是什么？

答：让成千上万的学生改变了

对数学的恐惧和害怕，变成好奇、

向往和追求。

7.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别人

过高评估的？

答：天赋很高。

8. 你最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

告别讲台？

答：将我的经验通过教材和慕

课留下来。

你问我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