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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数学文化已经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数学文化在从前只是一个专业名词，大众

对其的理解总是浮在表面，而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数学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与数学息息相关的内容，

故研究数学文化对于数学教学的影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文章从数学文化为始，探寻数学的育人价值，

进而摸索数学文化的育人价值，最后对于数学文化如何融入数学教学进行主要的探讨。最终对于数学文

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 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2) 利用数学史增

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3) 在数学美中提升学生的情绪价值。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给一线教师一定的

感悟，能更好的让数学文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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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mathematical culture has grad-
ually entered the public’s field of vision, mathematical culture was only a professional term in the 
past,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it is always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research, mathematics culture has become a closely related content with mathematics, 
so it has certain research valu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athematics culture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mathematical culture,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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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tics, then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mathematics culture, and finally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mathematics culture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Finall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a-
thematical culture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infiltra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2) us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3) promoting students’ emotional value in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can give front-line teachers a certain un-
derstanding, can better let the mathematics culture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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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教育环境下，数学文化逐渐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自 2003 年颁布的课标《普通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实验)》中引入数学文化，数学文化自此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在此之后顺应时代而修改的课

标中也不断地提出对数学文化的要求，2017 版高中数学课标对数学文化进行了说明，并建议在高中学

业水平测试和高考命题中融入数学文化；《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应将数学文化渗透

进教材中；《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课程内容的选择要注意数学文化的渗透，同时在

学业水平测试的试题命制中适当的引入数学文化。以上都是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要求，也体现了如

今数学文化的学习已经是所有的数学教育工作者不可忽视的一方面，那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数

学文化到底是如何影响学生的，又能对教学起到何作用？数学文化是否落地？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方

向。 

2. 数学文化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对数学文化进行了定义：“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

神、语言、方法、观点，以及他们的形成和发展；还包括数学在人类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贡

献和意义，以及数学相关的文化活动。”由此，可知数学文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数学文化中的

人文因素，如数学的思想、精神以及数学史、数学美等，数学文化中社会意识形态的部分帮助数学在人

类社会的发展。为了方便我们后续数学文化对教学的研究，我们将数学文化的基本要素进行提炼，主要

为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思想方法、数学语言、数学应用。数学史是数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门结合社会

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研究数学知识、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演变过程；数学美是数学给人以

美的感受，包括简洁美、符号美、和谐美等；数学思想方法是对数学知识、规律的认识，数学思想是是

数学方法的概括，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常见的数学思想方法有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转化

与化归、函数与方程等；数学语言是一种经过高度抽象的语言，有符号语言、文字语言、图形语言三种

形式；数学应用是指的数学作为一门具有工具性的学科，在生活以及其他学科中都会使用到，是数学的

应用性。数学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其自身会不断的加深和完善，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对于改变大众的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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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的育人价值 

育人价值即教育的内容、活动、行为过程等对受教育者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1]。其中叶澜教授对“学

科育人价值”的定义为：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都要认真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提

供一种唯有在这个学科的学习中才可能获得的经历和体验。数学在大众的眼中始终是理智的，科学的，

这是数学这一学科自带的特质，也是数学的魅力。但是因其所具有的理科特性，让许多人认为数学只能

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而对学生其他的能力培养没有太多的帮助，这无疑是一个片面的想法。虽然数学

是具有极强的逻辑性，但是也可以对学生的德育、美育、智育等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张奠宙教授认为，

数学教育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时时刻刻的彰显着数学的育人价值，学习数学的目的不仅仅只是

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以及准确的数学语言，还需要有理解能力去利用公式、运算法则来获取计算能力，

去解决问题并能设计问题[2]。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数学的育人价值更好

的达成，也能有效的解决数学成为单纯科学工具的弊端。 

4. 数学文化的育人价值 

数学文化本身涉及的内容十分的广阔，故其育人价值具有更广泛的范围，例如在数学史方面，在教

学的过程中通过讲解某一数学家研究出数学知识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所需要遭遇的

困难，知道我们所学知识的得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形成的过程中，数学家并未放弃，在面对不

断的失败是始终坚持，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来之不易，要想成功，可能要遭遇许多的失败，这个时候不能

被失败打败，应在其中吸取教训，在下一次克服解决，培养学生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也可以让

学生感受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这是数学文化中的数学史所体现的一个方面，而

数学文化中的数学史、数学美、数学语言、数学思想方法等都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学生起到不同的教育

作用[3]。灵活利用数学文化中所蕴涵的能量，使学生可以全面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5. 数学文化融入教学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效率，而数学的理性使他无法避免让一部分人觉

得枯燥乏味，为了解决大众对数学的错误理解，达成数学的育人价值，同时也是将数学文化落实到实处，

利用数学文化中蕴含的生动的数学史知识，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数学文化中的文化价值数学美，

去提升学生的情绪价值，将数学文化与数学知识进行融合，在讲解数学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让

数学知识相对生动起来[4]。基于对数学文化的分析同时结合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将数学文化融入到教

学过程中，对于教师的教学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数学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内容，故在教学的

过程中需要有所取舍，因数学史为数学的脉络，数学美为数学艺术的体现，数学知识形成为数学的基底，

所以下面将从数学史、数学美以及知识的形成过程此三方面去对教师教学进行分析，以帮助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去选取数学文化促进教学。 

5.1. 利用数学史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数学史作为数学文化的载体，教学过程中增加数学史的渗透，可以增加数学课堂的趣味性，学习数

学不是简单的记忆数学符号，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中，利用数学的发展过程、数学家的故事去还原知识

发展，解释数学语言，探索其精神。汪晓勤教授也提出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史可以提升学生对数学的

学习，并给出了四种方式：附加式、复制式、顺应式和重构式，利用复制式的方法将数学问题进行展示，

利用附加式的方法介绍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语言[5]，如： 
数学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数学问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导入来引出知识，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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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提升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数学问题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数学家的故事具有非常大的教育价值，在教学的过程中穿插部分数学家艰辛研究的过程能够使学生

坚定学好数学的信念，教师给学生创设平台，让学生也可以互相交流自己了解到的不同数学家的故事，

增添课堂的生动。 
数学语言是经历过高度抽象以后形成的简洁形式，这样方便数学家进行研究，但是学生接触起来就

会觉得晦涩难懂，学生不理解其中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和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简单的

记住符号，导致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不少障碍，学习数学的困难自然就产生了，所以教师利用数学

史将这些符号的发展过程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可以充分的认识、理解数学语言，解决对数学学习的困难。 

5.2. 在数学美中提升学生的情绪价值 

张奠宙教授曾提出过在数学课堂上要呈现数学美的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感受数学美[6]，数学

美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提升学生对于数学的态度，提升学生的情绪价值，而学生对于一个学科的态度严

重影响着学生学习这一学科的效率以及后续的情况，所以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可以利用数学美给学生建

立一个积极的学习态度。 
对于美的定义一直都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美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

对于大众来说，有一些一致的美是可以共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学生体会这种共通之处，让学生自己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之美。数学中所蕴含的对称美、简洁美、统一美等都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

感受到数学的美丽：对称美使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数学的美，在解决部分数学问题时，我们可以

利用对称使复杂的问题变的简化，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用对称让我们的房屋建筑等变得更美观，

同时对称美不仅可以体现在图形上，还可以体现在数字之上，利用数字的对称去进行解决问题；简洁美

让我们的数学更直观，不需众多的文字去进行赘述，使用数学的表达式就可以简洁的将我们要表达的意

思表达出来，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利用数学符号的简洁性，把实际问题数学化，简单化，便于我们更快，

更直接的解决问题；统一美最明显的表现就在我们的黄金分割比之上，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那种美用数

学的方法合理的表现了出来，利用统一美，可以将部分问题转变为一个整体去进行解决，可以利用整体

效果将一个小问题进行解决。 
教师可以利用数学美帮助学生感悟数学其中所蕴含的魅力，改变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态度，提高其

学习积极性。 

5.3. 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 

喻平教授和侯代忠教授曾提出过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知识，是怎

么研究这个知识的和这个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7]，所以我们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可以

帮助学生提高对知识本身的理解以及掌握其数学思想方法。当理解事实或者概念是如何演变而来可以更

好的掌握知识，而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曲折同样会成为学生理解的难点，因此，在教学中，若生动、

有选择性的还原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让学生能更直观的去观察、发现、探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

解。 
数学知识与数学思想方法是共存的关系，在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领会其中所蕴含的

数学思想方法才能够灵活的运用这个数学知识。那么数学思想方法作为一个较为抽象的内容，就需要依

托在数学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领会感悟。学生体会在数学知识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如：从特殊到一

般，从具体到抽象，转化与化归，函数与方程等方法时，需要教师的反复提及以及螺旋式的循环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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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系统的数学思想。 
教材中对数学知识的呈现上是经过了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处理的，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就需要针对这已处理过的知识进行展开讲解，让学生体会其中看起来很清楚明白的数学知识中的数学思

想，给学生创设合适的情境体会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的具体过程，同时，因为数学知识往往并不

是听过一次就可以领悟的，数学思想方法就更如此，不可能让学生在教师的一次讲解下就有所体会，所

以教师在讲解知识的时候需要不断的给学生创设合适的情境，让学生学会去使用数学思想方法从，这样

才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只会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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