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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数学文化”的数学课堂教学文化氛围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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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文化”是此次数学课程改革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务之急是怎

样实现“数学文化”向数学课堂教学的渗透。本文从数学观（数学教学观）、数学教学内容、数学教学方式 * 个方面探

讨了如何构建数学课堂教学的文化氛围，实现“数学文化”向数学课堂教学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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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义地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

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从这个意义上

讲，应把一切非自然的，即由人类所创造的事物或对

象看成文化。特别地，数学对象并非自然世界的真

实存在（ 例如，谁曾在物质世界中见过作为几何研

究对象的“圆”、“ 点”、“ 直线”、“ 平面”等），而是抽

象思维的产物，是一种人为约定的逻辑建构系统。

因此，数学对象正是作为文化而存在，是一种文化，

一种特殊的文化（ 数学对象的形式建构），称之为

“数学文化”［C］。它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

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各种成

分密切相关，并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这种提法

与过去的“ 数学与文化”不同，“ 数学与文化”意味

着数学与文化是两回事，数学是数学，文化是文化，

重点是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 数学文

化”则强调的是数学与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

把它们分开来谈。此次数学课程改革把“ 数学文

化”作为重要内容，在《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的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 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

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

理念中强调数学课程应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帮助

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

正确的数学观，并在课程内容中注重对数学文化的

渗透［*］。可见，此次改革对“ 数学文化”的高度重

视。如何构建数学课堂教学的文化氛围，从文化的

角度对数学进行全新的诠释，以此来指导数学教育，

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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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基于“ 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

观

" " 强调“数学文化”必将导致数学观的重大转变：

数学不应被等同于知识的简单汇集，而应被看成人

类的一种活动，一种以“ 数学共同体”为主体，并在

一定文化环境中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过去，数学

教育过于注重数学的形式化、逻辑性，让学生感到数

学“冰冷的美丽”，而忽视数学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

素养方面的作用，把数学中的“ 火热的思考”、重要

的人文价值泯灭在其中。“ 数学文化”注重数学向

文化的回归，这对数学教育有很重要的启示：不应只

注重数学形式化的一面，而应关注数学的文化层面，

把数学文化教育作为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数学

课堂教学中应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是连接数学

教育与数学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梁。“ 数学的文化价

值”主要是指数学对于人们观念、精神以及思维方

式所起的重要影响，虽然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在教学中适当反映数学的历

史、应用和发展趋势，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

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

科学和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用数学家的创

新精神来培养学生的数学观念、数学精神和思维方

式，充分发挥数学作为一种“ 看不见的文化”的特殊

作用，这也是数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 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内容

此次数学课程改革强调数学的文化教育功能，

所谓文化教育功能，是指不仅具有使学生形成和发

展数学品质的数学素质功能，而且具有使学生提高

社会文化修养和科学素养等文化性数学素质功能。

以新课标为依据所编写的数学实验教材作为实现课

程目标，实施教学的重要资源，学生发展的“ 文化中

介”，师生进行对话的“话题”，数学课堂教学的主要

内容，必然应大力体现“数学文化”这一内容。

#$ !" 丰富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内容

若单纯地把“ 数学文化”的内容等同于数学史

的内容，是错误的。因为“ 数学文化”所包含的内容

是丰富多彩的，不管是数学的“知识性成分”（命题、

问题、语言和方法等），还是数学的“ 观念性成分”，

无不折射出数学文化内涵。新教材可考虑从以下几

方面来体现“ 数学文化”的内容：（!）数学史介绍。

教材中应重视数学史的记载、描绘和论述，使这些内

容紧扣所学的数学内容，让学生了解一些著名数学

家的数学思想和成就，对其学习与发展起一定的激

励作用。（#）数学与生活。数学在实际生活中应用

广泛（如建筑、计算机科学、遥感、%& 技术、天气预报

等），不能脱离实际，让学生学习抽象的数学知识，

而应使学生明白现实是数学的起源和归宿，这样不

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体

会数学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感受学习数学的

意义。（’）数学与理性。数学在理性精神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从宏观的角度最

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文化价值，这部分着重强调

养成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态度。（(）数学与思维。数

学与思维是密不可分的，数学对于人养成良好的思

维习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从微观上指明了数

学的文化价值，这部分应重视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培

养。（)）数学与美学。数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美的因

素，如简洁美、统一美、对称美、秩序美、奇异美等，并

且数学中的审美及数学美的因素是数学发展的动

因，是衡量数学进步的标准，该部分重点突出数学的

艺术性。（*）数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为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数学已成

为一门“ 实验科学”（ 通过计算机实验从事新的发

现），该部分主要强调现代信息技术所引起的数学

本身的深刻变化。

#$ #" 建立“数学文化”内容的有效载体与呈现方式

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在时间

和空间上有较大的自由度。特别地，“ 数学文化”作

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表现的是一种传统、观

念、思想和精神。因此，“ 数学文化”的体现需要有

一定的载体。在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的新教材中，

“数学文化”的载体是数学发展中的人物和事件、杰

出的数学思想、优秀的数学成果等，通过这些外显的

行为模式教学，让学生了解作为文化的数学，形成对

数学的整体认识。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教材可从

以下的两方面考虑：（!）以阅读材料或“ 读一读”的

形式来体现“ 数学文化”的内容。如华东师大版的

初一数学教材中阅读材料有“ 华罗庚的故事”、“ 视

数学为生命的陈景润”、“ 少年高斯的速算”、“ 中国

人最早使用负数”、“ 光年和纳米”、“ 有趣的‘’+ ,
!’问题”、“ 用分离系数法进行整式的加减运算”、

“供应站的最佳位置在哪里”、“ 七巧板”、“ 赢在哪

里”、“谁是《红楼梦》的作者”等，这些都是“ 数学文

化”的具体表现，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教学，让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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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数学的文化价值；又如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教材由

几大板块构成，“ 做一做”、“ 想一想”、“ 议一议”、

“试一试”和“读一读”等，其中“读一读”部分的内容

就是“ 数学文化”的集中体现，包括“ 皮克公式”、

“杨辉三角”、“艺术品中的对称”等。这些阅读材料

中包含了丰富的“数学文化”知识，给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线索。（!）注重“ 数学

文化”内容与数学知识的融合。在新教材中“ 数学

文化”并不单独设置，而是渗透到不同的知识内容

中，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由不自觉地向自觉地

继承“数学传统”，促进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

展。例如，学了完全平方公式后，教材接着在“ 读一

读”中介绍“杨辉三角”，把（! " "）! 展开式推广到更

为复杂的情况，如（! " "）#、（! " "）$、（! " "）%&等。

#’ 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方式

基于新课标的实验教材充分体现了“ 数学文

化”这一内容，这给具体教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作

为数学教师应怎样在课堂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习这一

内容；怎样通过“数学文化”的教学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观，并使之成为正确的世

界观呢？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已不适应新的课程改

革，为了使学生充分体会教材中“ 数学文化”的内

容，有必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实行新的教学方式。

#( %’ 多样化的教学

由于“数学文化”的内涵丰富多彩，所以不可能

采用单一的讲解或让学生自学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更不能因为考试不考或考得不多，而对它置之不理。

相反，应花大力气，这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大有陴

益。因此，在进行教学时，应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征

和接受能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充分体现

“数学文化”的内容，如请数学家演讲、学生读书报

告、编成话剧演出、电影放映、上网查找、动手亲自操

作等［!］。

#( !’ 强调数学非形式化的一面

数学的形式化是数学的一大特点，但不应把数

学囿于知识的简单汇集，而应把数学看成类的一种

活动，一种在一定文化环境中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

因此，在进行“ 数学文化”的教学时，应特别强调数

学非形式化的一面，尽力张扬数学的人文精神，拓展

学生对数学的认识，不要使学生对数学的认识仅限

于概念、命题、公式，而应强调数学的思维方式、理性

精神以及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等，而这些内容

应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叙述，不要形式化的展开，要注

意教学的深入浅出，尽可能对有关内容作形象化的

处理。

#( #’ 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时间是有限的，只在课堂上渗透数学的文

化价值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开展一些课外活动，

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结合起来，让学生利用课外

时间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不断地丰富学生的

知识面，促进知识的交流。

参考文献：

［%］郑毓信，王宪昌( 数学文化学［)］(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

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

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欧红叶）

#第 # 期’ ’ ’ ’ ’ ’ ’ ’ ’ ’ 童’ 莉：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课堂教学文化氛围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