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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

霍得元对我国小学数学教育的功绩

郭　戈

摘要：霍得元是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小学数学教育家，毕生从事小学数学

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他独自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小学算术和自然课本，是新

中国第一套五年制小学算术教材的编写者、首部小学算术和珠算统编教材及其教学

大纲编订的领衔者，还是景山学校初期小学数学教改的带头人，从而为革命老区和

新中国小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小数教育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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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育家、“尝试教学法”创立者邱

学华先生在 《缅怀小数界的前辈们》一文中说：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和依

此编写的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文化大革命’前，人教社编辑出版的小

学算术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具名大多是４个人：霍

得元、孙士仪、曹飞羽、李润泉。所以，提到中

国小数界的前辈，不得不提到他们，尤其是霍得

元先生。这四位前辈相继离我们而去，我们不能

忘却他们的功绩。”［１］

霍得元 （１９２０—１９８８），笔名田雨，山西孝

义人，太原师范肄业，先后任职于山西抗日新

军、延安农村小学、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西北大

区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景山学校，毕生从

事小学数学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他与俞

子夷合编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五年制算术课本及

其教学参考书，又主持编订了首部小学算术和珠

算教学大纲及统编教材，成为新中国小学数学课

程和教材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 “三

八式”干部、抗日残疾军人、老共产党员，霍得

元自从在革命圣地延安教小数、编教材之后，从

未离开过这个岗位，始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编研一体、教研结合，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无

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人肃然起敬，值得

借鉴学习。［２］

一、陕甘宁边区小学算术和自然课本的编

写者

霍得元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生于山西省吕梁市

孝义县西关街一个厨师家庭。１９２７年在西关街

国民小学读书，接着在县城高小班学习。１９３３

年入河汾初级中学 （汾阳）。１９３６年考入太原师

范学校，因受进步教师辛安亭、狄景襄等影响，

思想发生急剧变化，对社会和时局有了新认识。

日寇侵略中国，敌机不断骚扰，“走出工厂、田

庄、学校”的歌声不绝于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霍

得元在山西曲沃县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

抗日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 （政委戎

子和），做政治工作员，给新战士讲课，教唱歌，

做思想动员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

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重伤，造成终身残疾 （１９４８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予二等残疾军人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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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送到后方部队任文书上士。

１９４１年４月，霍得元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艰

难到达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分配到陕甘

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做文书，半年后又下放到延安

县农村学校教书，先后在甘谷驿镇完小、川口镇

完小担任算术教员。１９４５年春，霍得元调回边

区教育厅编审室 （编审科）担任编辑，主要任务

是编写教科书。当时的室主任是辛安亭，副主任

是刘御、马肖云。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性教育

洗礼之后，霍得元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介绍人辛安亭）。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小学教育有了大发展，

边区政府教育厅很重视教材建设，成立教科书编

审委员会，于１９４６年编出了初小国语和常识、

算术与高小国语、算术、史地、自然、公民，以

及儿童丛书 （如歌谣、谜语、作文、日记）等一

系列教学用书和课外读物，均由新华书店出版发

行。［３］其中，霍得元独立编写了 《高小算术》（４

册，１９４６）、 《高小自然》 （４册，１９４６，署名

“田雨”）、《初小算术》（６册，未署名）。其中，

《高小算术》最早编出，供高小春季始业两年教

学使用。这套教材 “特别注重实用，取材多为农

村实用问题及时事、自然各方面之现实材料”，

“对生活中常用之心算与速算技能，亦予相当注

意”，并且 “本书课文采用启发式编排，首列问

题，后讲法则”［４］。《高小自然》较晚编出，“系

自然与卫生合编，供给高小两年教学”，“目的主

要在指导儿童学得实用的自然、生产与卫生知

识。因此取材是从群众的现实生活出发，但同时

也注意到适当的提高。本书材料的排列注意由近

及远、由浅入深的原则……课本的写法是根据儿

童生活的经验与需要，找出一定的重点”［５］。《初

小算术》“共分六册，专供初小三年教学使用”，

“取材特别注意儿童兴趣与儿童经验”，“对心算

技能甚为重视”， “排列次序以学习难易分别先

后，不受法则分类的限制”［６］。根据霍得元回忆，

《初小算术》因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被毁，只出

版了一册。对此，辛安亭在 《教材编写琐忆》一

书中写道：

一九四五年以后，边区的高小算术和自然课

本，是霍得元同志负责编写的。他调到边区教育

厅编教材之前，曾在延安县农村当过多年小学教

师，对农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这是编写教材的有利条件，但他在编写过程

中仍坚持走群众路线，经常向学生、学生家长和

广大农民群众学习，除听取他们对教材的意见

外，还深入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广泛收

集现实材料。如高小算术中的丈量土地、“周三

径一”“方五斜七”等民间流行的算法、粗细粮

折算法、农业累进税等问题，及高小自然中收集

的许多农谚、先进的农作法及迷信和不卫生的生

活习惯的具体材料，大多是学生和广大群众提供

的……为了使教材科学化，他还参观了不少小工

厂和农场。在边区修械所，听了各种武器性能的

介绍，参观了新式武器的修理和简单武器的制

造，所以在编军事常识、工业常识部分时，才能

写得比较具体。由于参观了一些作坊，所以能在

课本中介绍某些易学易行的制糖、制肥皂的方

法。他在光华实验农场住了一段时间，把从农民

那里学来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提高……。［７］

霍得元在 《对小学算术课本选材方面的几点

意见》（１９４９）一文中，谈到了他编写的算术课

本如何打破传统写法、切合边区实际需要的情

况：首先，关于算术基本法则各部分的取材及重

点，主要根据其实用价值的大小、需要的缓急来

取舍详略。他说：“算术是一种科学，它本身组

织很严密，它的基本法则必须依着一定的步骤去

学习，不能越级向前进。但是这些基本法则的具

体运用以及其他的各部分取材分量及着重点，可

以根据其实用价值的大小，人们需要的缓急，而

有所取舍详略的，不应从传统的科学系统出发，

或机械地搬用外国现成的材料。”［８］其次，根据陕

甘宁边区山多、平地少的特点来设计教材。比

如，关于求面积问题，在注意各种规则形的面积

的计算的同时，把求不规则形面积也列为重要部

分，以适应计算地亩、特别是山地的需要，起到

了为边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目的。最后，

增加与生活相关的应用题和民间流行的算法。根

据小学生学习算术是为了掌握初步的算术知识以

解决日常生活中浅易计算问题的要求，在习题的

选择上增加了应用题的比重；在习题的内容上不

再出现利息、年龄、钟表等不切实用的计算，而

是把增产节约、改良农作物、发展工商业、组织

变工互助，以及学校生活、儿童生活中有实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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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教育意义的计算材料，按深浅分列在各册

中。此外，他把民间流行的最简便的算法，如补

整算法、概算法等，也编入教材，并与普通算法

结合起来，起了互相补充的作用。［２］

为了配合算术和自然教材的使用和教学，霍

得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 《边区教育通

讯》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上，如 《多位除法新教法》

《谈谈珠算教学问题》《三六九赛跑》《怎样出算

术练习题》《旋风》《虹和太阳光》《对小学算术

课本选材方面的几点意见》等。其中，《怎样出

算术练习题》是一篇出自教学实践、很有说服力

的好文章。文中批评了某些小学教员和教材 “把

算术看成单纯的技术，故对式子题非常重视”，

或者 “认为练习题愈高深、愈难算，则愈能锻炼

儿童脑力”，认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解决

实际问题：出一个题目，应该设身处地去想一

想，看看是否合理，在实际生活中是否会遇得

着。为此，留心观察学生生活，向社会作调查是

必要的。内容实际而用途较多的问题多练习，用

途少者少练习，内容离奇根本不实用的，应该一

律舍弃”。“其次，应从练习的内容上增进儿童的

常识。经过儿童亲手计算过的问题，就比较容易

理解，而且印象很深刻。”“最后一点，是运用练

习题进行思想教育。因为现实的具体的教学，具

有很大的说服力，若能适当利用，对学生思想训

导上，一定会有不少帮助。”他还说：“多出文字

题是对的，但不应让学生多抄写题目，因为这会

分散学生精力，降低学习兴趣，大大影响教学效

果，对初年级更是如此。”［９］为了论证上述观点，

霍得元在文中举出大量事例加以说明。

１９４７年３月，蒋介石、胡宗南指挥２０万军

队进攻延安，学校被迫疏散，转战陕北，东渡黄

河。霍得元被分配到培养干部子弟的保育小学，

帮助５００多学生疏散。其中，他负责带领一个小

队，一路上千辛万苦，还要在转移中继续上课教

学。一位学生回忆说： “早春，河水刚刚解冻，

河面上还漂着浮冰。霍得元老师腿有残疾，走路

一瘸一拐，但他仍坚持背同学过河……月光下我

伏在老师的肩头上，两只胳膊紧紧搂着他的脖

子，看着老师艰难地在湍急的河水中移动着脚

步，冰块从他的腿边划过。”［１０］后来，霍得元在

京工作，没有忘记老区小学和师生，曾在１９５１

年给延安宝塔区甘谷驿小学寄去了不少花种、麦

化玉米种及数学参考书。［１１］

１９４９年５月，西安解放后，辛安亭调任甘

肃省文教厅长，刘御、霍得元任职于西北教育部

编审室。他俩依照新形势要求，对原编的陕甘宁

边区教材进行了修订完善。其中，霍得元修订的

是 《高小算术》《高小自然》（各４册，西北新华

书店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又编了 《小学珠算课本》（２

册，西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和 《初小算术》 （８

册）初稿，因为全国将使用统一的课本，所以

《初小算术》没有出版。此外，霍得元还为 《西

北教育通讯》（原 《边区教育通讯》）撰写了几

篇有关教学参考资料。

１９５０年８月，霍得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专

修科首期一年制教育专修班，系统学习了教育

学、心理学、教育史、苏共党史等科目。学习结

束后，组织上曾打算让他去学校或教育厅做行政

工作，他表示不愿意改行，并在一份内部材料

（１９５６）中写道：“我对自己的业务工作是比较安

心的。我的工作虽然不像其他工作那样轰轰烈

烈，但总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己

既然干了，就干到底。中途改行干别的工作，可

能感到生疏，反而降低工作效率。还有一点是觉

得自己腿已残疾，不能和别人比，还是做编辑工

作比较适宜。所以我从来没有提出要求调动工作的

意见。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我都没有接受。”

二、新中国首套五年制小学算术教材的合

编者

１９５１年８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

教育会议，提出从１９５２年秋季开始，小学初、

高小六年制改为五年一贯制。１０月１日，政务

院颁发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学制改革上

升到国家层面加以施行，并强调要迅速编写一套

适应新学制的小学教科书。为此，从全国选调了

一批学科专家，特别是老区教育干部充实到新成

立的人教社编辑队伍。从甘肃调来的辛安亭任副

社长兼副总编辑，协助叶圣陶负责人教社日常工

作；从西安调来的刘御担任语文组组长 （接宋云

彬），负责编写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同时调入

的霍得元担任数学组编辑，负责小学课本 （当时

只有他一人），分管领导为副总编辑兼数学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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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薰宇。

当时小学六年制通用算术课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俞子夷编的，另一个是刘松涛等人编的，

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版本的基础上修订

的。鉴于俞子夷是全国最有名的小数专家，且主

动请缨要借鉴苏联小学算术课本进行改造，叶圣

陶便决定由时任浙江文教厅副厅长的俞子夷主持

新编五年制小学算术教材，并指派霍得元赴杭州

协助他工作。有关详情，俞子夷在 《五十多年学

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 （１９６２）一文中有记

载。［１２］因此，１９５２年５月，教育部、出版总署发

布 《关于１９５２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

中，推荐的五年制小学算术课本，便是俞子夷、

霍得元编写的 《小学算术课本》及其教学参

考书。［２］

这个 《小学算术课本》因新学制启动而产

生，也因新学制两年后暂停而终止，虽然只编出

了３册 （人教社１９５２—１９５３），但仍有不少亮点

和重要价值：首先，它与朱文叔、刘御等编的

《小学语文课本》一样，都是新中国首次新编的

教材之一，一改过去几年修修补补的状况。正如

石鸥所言：“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完全自主编写

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套教科书之肇

始。”［１３］其次，这是一套首次学习和借鉴苏联先

进经验的教材。正如霍得元所说：“这个课本是

根据苏联小学算术教材改编的。”［１４］为此，俞子

夷的助手孙士仪、人教社俄语翻译张翠英也参与

了其中。再次，这套教材首次编写了配合教科书

或课本的教学参考书，即 《小学算术教学参考

书》，标示着新中国中小学数学和算术课本与教

参配套编写、出版由此开端。［２］最后，该教材的

装帧设计和插图绘制，由国内一些有名的专业画

家，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刘继卣 （封面设计）、鲁

少飞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现为中国美术学

院）的娄世棠、李震坚、全山石、王德威，以及

人教社绘图科李惠乔等集体合作完成，这在新中

国教材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１５］

关于 《小学算术课本》本身的特点，霍得元

在 《光明日报》发表专文中点出了六项：一是

“教材的组织排列特别严密，系统性很强，这首

先表现在教学阶段的划分上”；二是 “习题的分

量比较多，要让学生掌握正确而迅速的计算技

能，必须给他们充分的练习机会”；三是 “应用

题比较多，它的出现也比较早”；四是 “复习旧

课的材料特别多，不但把学到的旧课巩固住了，

而且也把新旧教材融合在一起了”；五是 “很早

就出现了复合习题”；六是 “教材的选择和排列

特别注意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无论是学习认数

或者学习计算，都是从图画开始，其次是运用圆

点、方块、小棒等简单图形，最后才是数字和算

式”。［１４］同时，他在 《关于新编算术课本的几个

问题》的文章中，则回答了三个问题：（１）新编

小学算术课本中讲授题和作业题该怎样划分？

（２）解答复合应用题为什么要分步列式？（３）括

号题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早？它的要求是什么？［１６］

三、新中国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及教材编订的

领衔者

１９５２年７月，教育部成立中小学各科教学

大纲起草委员会，由教学指导司具体负责。由霍

得元领衔，教育部教学指导司杨雄、燕京大学数

学系曹飞羽、北京师范学校二附小李润泉等参

与，共同起草了 《小学算术教学大纲 （草案）》。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小学算术教学大纲 （即课程标

准），于同年１２月颁布，作为指导教师从事教学

与编写教科书的基本依据，也是以苏联算术教学

大纲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编写的。与此同时，曹飞

羽、李润泉调入人教社数学编辑室工作。霍得元

与他俩在俞子夷版本的基础上，改编出了 《初级

小学算术课本》 （８册，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及其教学

参考书、《高级小学算术课本》（４册，１９５４）及

其教学参考书。并且，又编出了 《初级小学课本

珠算》（四年级用，１９５４）、《高级小学课本珠算》

（六年级用，１９５５）及其教学参考书，编者、出

版署名均为 “人民教育出版社”。［２］

从１９５４年开始，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

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大批学科专家和教育干部汇

聚北京，进行统编教材会战，编出了新中国第一

套全学科的统编教材。为此，数学学科选调了魏

群、余元庆、许洁如、吕学礼、夏有霹、孙士

仪、张孝达、张玺恩、刘牧等。他们同数学室原

有编辑刘薰宇、霍得元、曹飞羽、李润泉、管承

仲、奚今吾、蔡德注等，一起编出了中学数学和

小学算术教学大纲 （修订草案），以及教科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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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参。［１７］其中，小学数学由霍得元领衔，孙士

仪、曹飞羽、李润泉参与，共同修订了由教育部

颁布的 《小学算术教学大纲 （修订草案）》

（１９５６），并编写了 《高级小学课本算术》（４册）

和 《初级小学课本算术》 （８册）及其教参，均

由刘薰宇校订，刘继卣、李惠乔等绘图，人教社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出版。此外，霍得元撰写了 《农

业社劳动报酬简易珠算法》 （署名田雨）一书，

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还在

《教师报》（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６日）上发表了 《老解

放区教育回忆》一文。［２］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关于中小学教材，有过

几次大的讨论和争鸣，主要表现在原解放区与国

统区教材的分配、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的 “刘

（御）吴 （研因）之争”、中学文学和汉语分科、

政治课及其教材的多变、文史地教材落实政治思

想性要求、如何学习苏联教材经验、劳动教育在

课程教材的落地、中小学数学教材的 “少、慢、

差、费”等问题。就数学教材而言，在学习苏联

一边倒的大背景下，“要求小学算术主要学习整

数部分，分数、小数、百分数只要求学一些初步

知识；初中学完算术，代数学到一次方程组，平

面几何只学到圆的性质；高中学完平面几何、立

体几何、平面三角，代数学到方程论的一部分内

容，以后的不学，取消了解析几何”。由于在制

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教条主义地学苏联，把苏

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

学习，从而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

造成了数学教学的严重的少慢差费。［１８］实行几年

之后，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指示要积极而

稳妥地设法解决。人教社便从１９５８年起，根据

教育部的初中算术逐步下放到小学的指示，对小

学算术课本做了修改，到１９６１年暑假，算术已

基本上下放到了小学。随着算术的下放，高中数

学内容的一部分也已逐步下放到了初中，到

１９６２年暑假，高中平面几何和代数中的一元二

次方程已下放到了初中，只有高中代数中少学的

内容和解析几何还没有加上。［１９］

在这个过程中，霍得元率领孙士仪、曹飞

羽、李润泉在１９５８年对小学算术课本进行补充，

把初中算术的部分内容下放到小学，编出 《小学

算术补充教材》，又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编出了一套

初、高小的算术课本 “暂用本”及其教参。但

是，他对于某些人说小学算术是六年学苏联四年

的东西是教条主义，课本比旧中国课本水平还低

的观点发生了抵触，认为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

四、景山学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小学数学教学

改革的带头人

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央发布 《关于试验改革学

制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小学学制改革的

实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主席对

学校教育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和尖锐的批评，如

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负担太重、教不得法、考

试以学生为敌、参加劳动和接触社会不够等。

１９６０年４月９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

陆定一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题为 《教学必须改

革》的报告，提出了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

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同年

５月４日，中宣部创办了一所专门进行教学改革

试验、实行中小学一贯制的实验学校———景山学

校。其教改、教学人员得到了北师大和人教社的

大力支持。其中贺鸿琛 （书记）、陈心五、苏式

冬、游铭钧、周正逵等来自北师大，方玄初 （敢

峰，校长）、龙卧流等来自中宣部教育处，霍得

元、许南明、许印章、张翠英则由人教社派出。

其中，霍得元为小学部算术组组长，具体负责小

数教改和实验教材的编研工作。

霍得元在景山学校，把他在延安和人教社时

练就的本领和观点运用到景山学校教改实验中，

带领老师们编写反映学科内容体系、切合儿童认

知特点、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教材。经过几年教

学和实验，他于１９６５年撰写完成了 《算术应用

题教学》书稿，主要讲了六个问题：试题和应用

题、应用题在算术教学中的作用、应用题分类、

对应用题教学的要求、应用题教学应该注意的几

个问题、自编应用题教学。这是一本研究小学算

术应用题教学的专著，对于破解小学数学教学能

够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算术等难

题大有裨益。此外，霍得元在景山学校除了带领

同事们编写小学算术实验教材之外，还与中科院

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茅于燕研究员共同主持了 “小

学算术分数部分程序教学的实验研究”项目，成

果发表在 《心理科学通讯》上。［２０］经过多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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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该校不仅在数学、语文、外语等科目上

取得重要突破，而且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学制、管

理，到课程、教材、教法等整体改革的路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教育秩序受到严

重冲击。当时，三算结合教学搞得轰轰烈烈，霍

得元也积极参与其中，编写过 《三算结合》《珠

算新法》《小学口算卡片》 《小学速算练习卡片

册》等。他从小学一年级起把口算、笔算、珠算

联系起来进行教学，一开始先教珠算，然后以大

量练习促进口算的熟练，再教笔算，此后三种计

算方法尽量联系起来教学，取得了明显成效，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２］其中，关于口算教学

的科学方法，霍得元很早就提出过精辟的观点。

“１９５３年９月９日 《光明日报》针对当时学习苏

联课本，比过去的旧课本增加了很多习题这一情

况，发表霍得元的文章，指出：这样多的习题要

照旧的教学方法是很难算完的。所以要求完全采

用口算，只要儿童把得数说出来或者写出来。文

章还强调和提醒说：口算的熟练技巧在算术教学

当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在日常生活当中

运用很广，而且可以减轻笔算的困难。在教学的

时候，对口算必须十分重视，不能把它当作笔算

的附属品，也不能因为它能完成比较多的习题就

特别强调它。”［２１］其间，霍得元花费很多时间编

写了 《算术应用题选编》一书，列举了八个方面

的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新中国的

伟大成就、农村里的算术题、工厂里的算术题、

交通运输方面的算术题、商业方面的算术题、科

学常识方面的算术题。这本书与 《算术应用题教

学》相配套，既可供教师教学参考，也可供小学

高年级和初中学生自修选用。他在书中指出：算

术课是小学里主要科目之一。在算术课里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解答应用题进行的。因

此，在编写应用题时，对题中的数据、情节和提

问三个方面，都要注意符合实际，注意思想政治

教育作用，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和认识能力，才能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和科学实验服务。

改革开放后，霍得元退居二线，且身体一直

不佳，但他仍力所能及地进行毕生倾心的小学算

术教学改革和研究工作，一方面继续参与景山学

校教改实验，并指导年轻教师搞教研；另一方面

撰写了 《常用速算练习卡片册》（上海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０年版，署名田雨）。他还担任中国珠算协

会理事，指导协会 “三算结合”研究组编写小学

实验课本 《数学》（教育科学出版社），小数界其

他老前辈沈百英、陈梓北、胡颜立等也审阅和修

改了此书。该课本主要编写者之一、“尝试教学

法”创立者邱学华曾撰文记录了他与霍得元先生

几十年的交往。他说：

６０年代，我搞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曾写

信给人教社数编室求助，是霍得元先生给我回

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我们从此建立了联

系。“文革”后，我到北京拜访霍先生，“文革”

中他已离开人教社，我在景山学校的资料室找到

了他。他在刻钢板，自制口算练习卡……他很消

瘦，看上去身体并不好。一个编写全国教材的专

家，却在昏暗的资料室油印练习卡，看着令人心

酸。我们谈得很久。［１］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４日，霍得元正式离休，享受

司局级待遇。退居二线后，他身体不佳，但继续

关心小教事业，还在为小学生学习算术操心劳

神，先后撰写了 《老年人的生活怎样安排》《回

忆延安时期的珠算教学》《三算结合教学》《日编

一题》《日知录》《婴幼儿歌谣》《纪念江隆基同

志》等，并继续修改他的 《算术应用题教学》

《算术应用题选编》两书稿，但均未出版。４０年

后，笔者将先生遗作 《算术应用题教学》（１９８２

年修改稿）部分内容，发表于 《中小学教材教

学》２０２２年第９期上。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０日，霍得元因病在北京逝

世，终年６６岁。在这一年里，他在延安时期一

同编教材的战友、后来又一起曾在人教社工作的

同事，也是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刘御和辛安

亭，也都相继在昆明和兰州去世，前者享年７６

岁，后者享年８４岁，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安排似

的，三个好战友不在同年生，却在同年死，让人

唏嘘不已。

霍得元先生从抗战期间在延安从事小学算术

教学和课本编写工作，到改革开放初期去世，坚

守小学数学岗位４０多年，坚持边工作、边学习、

边研究，特别是他为革命老区和新中国小学数学

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及其崇高精神、思想观点，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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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魏群，张月仙．中国中学数学课程教材演变史料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６４．

［２０］茅于燕，霍得元，关敏卿，等．小学算术分数部分

程序教学的实验研究 ［Ｊ］．心理科学通讯，１９６５

（３）：１７２７．

［２１］方运加．“口算”是传家宝 ［Ｊ］．中小学数学 （小学

版），２０１１（９）：２４．

（责任编辑：曹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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