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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教学路径主要是将核心问题与数学文化有效结合，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让他们

感悟数学思想并了解数学史料。以“认识比”教学为例，通过“你知道吗”“数学史料”“核心问题”几个主题，夯实育人

基础，厘清育人逻辑，构建育人网络，以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增强他们对数学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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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不仅是呈现静态的知识结果，还是传播人

类发展进程的一种文化。将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

学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并培养他

们的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数学文化与

课堂教学相结合，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

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更灵活地运用数学知识。如

何将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这就需要寻找数学文

化融入课堂的价值、路径和策略。

一、价值追问：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素养

目标

（一）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现状

数学文化呈现形式：只见介绍，不见价值。数

学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展现，例如介绍数学知

识的历史背景、数学名著，以及数学家的故事等。

教材中的显性知识是“你知道吗”“数学阅读”，教师

大多是让学生自主阅读。这样一来，学生只是浅显

地“知道”，体会不到其中的史实价值和思维方法。

数学文化内容分布：只见史料，不见教学。苏

教版教材中多是通过“你知道吗”介绍数学史料，如

“圆的认识”中有：“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墨子在其所

著《墨经》一书中曾给圆下了定义——圆，一中同长

也。”如果只是让学生简单读一下这段文字，教师没

有将“一中同长”的定义与具体教学内容联系起来，

便很难激发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数学文化认知水平：只见了解，不见联系。目

前，学生对数学文化内容的认知需求并不高，大多

数学生还处在朗读一遍和简单了解的认知水平层

次上，这是因为教师没有把数学文化认知水平的不

同要求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如《九章算术》指出：

“半广以乘正从。半广知，以盈补虚为直田也。亦

可半正从以乘广。”如果只是将其简单翻译为“用广

（底边）的一半乘从（高）。取广的一半，是为了以盈

补虚，使它变为长方形田。又可以取从的一半乘

广”，既不能满足不同认知水平学生的需求，也不能

与其他知识联系起来，学生自然对数学思想缺乏深

层次理解。

（二）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价值

基于数学史的数学文化可以引导学生感悟数

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通过课堂教学渗透数学文化，可以引领学生体悟数

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首先是科学价值。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工具，

可以描述和解决各种问题。数学文化具有科学价

值，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帮助人们理解和研究复杂的

现象，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持。

其次是应用价值。数学源于生活，应用于生

活。数学助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在人工智

能时代，数学算法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是审美价值。数学的魅力包含数学的

“美”和数学的“趣”。数学的“美”包括简洁美、对称

美、抽象美等，数学的“趣”展现了数学知识的妙趣

横生。例如，学生通过跨学科作业“‘圆’来这么

美”，可以体验到圆的美感，通过创造图案展示了对

称的美和多彩的美（如图1）。

数学文化融入课堂：价值、路径和策略

——以“认识比”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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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后是文化价值。数学承载着思想和文化，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数学专著

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为数学界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提供了文化价值。

二、路径探寻：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教学

实践
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路径是将核心问题与数

学文化有效结合。以“认识比”教学为例，以核心问

题“什么是比？”，培养学生探索比的知识；以核心问

题“两个数的比表示什么？”，渗透“建模”的数学思

想；还原知识面目，即比号是由除号演变来的，引导

学生体会比号的形成过程；解释生活现象中黄金

比，让学生了解比的数学史料背后的意义。在教学

中，紧扣核心问题，渗透数学文化，既能让学生了解

比的知识的来龙去脉，又能实现知识的整体建构。

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

数学精神。

（一）引出核心问题，培养探索精神

探索精神是数学文化的特征。创设探究问题

的情境，为数学文化的渗透提供良好的场景，是学

生体会数学文化的有效渠道。笔者以“认识比”教

学为例，谈谈自己的做法。

出示探究材料（如图2）：

核心问题：3∶2表示什么？

数学史料：五星红旗的长和宽比为3∶2。
任务：

（1）自己画一面五星红旗；

（2）说一说五星红旗长和宽的关系。

图2
师：大家画的五星红旗大小不同，但五星红旗

的长和宽都有什么关系？

生1：长是宽的1.5倍。

师：五星红旗长和宽的比是 3∶2，这里的一份

可以是多长？

生 2：一份可以是 1厘米，是一面很小的五星

红旗。

生 3：一份可以是 1米，是一面很大的五星

红旗。

师：不管五星红旗是大还是小，长都是宽的 1.5
倍，也可以说长和宽的比是3∶2。

通过画五星红旗引出本节课的核心问题“3∶2

表示什么”。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

感受到比例关系，并将其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二）探究核心问题，渗透数学思想

数学文化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数学思想方法

的重要性。数学思想方法存在于数学知识的来源、

形成和应用的过程中，它是对数学知识更高层次的

概括和抽象。学生在回顾中引出了两个数量（同类

量或非同类量）之间的倍数关系可以用比来表示，

逐渐抽象出比的概念，这是数学建模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数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观

察、比较、抽象和概括能力，同时也渗透了类推的

思想。

（三）还原知识面目，体会知识形成

数学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习得与能力培

养，更应该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只有

还原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将浸润在数学史料中的

数学方法、数学精神显露出来，学生才能充分感受

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中的价值。

出示探究材料（如图3）：

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学比？

数学史料：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两个量的比包

含除的意思，但又不能占用“÷”，于是他把除号中的

小短线去掉，用“∶”表示。

任务：

（1）比和除法、分数有什么联系？

（2）足球比赛中2∶0是比吗？

图3
师：说说比和除法、分数有什么联系？

师：足球比赛中2∶0是比吗？

生 1：比的后项相当于除数和分母，比的后项

不能为0，所以2∶0不是比。

师：2∶0是一个比分，不是数学上的比。

师：比不仅可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还可以表示多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通过介绍比号的来历，可以让学生深刻感受到

一个符号的诞生有其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让学

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原来“比”是在除

法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明白学习比的意义，体会知

识形成的过程。

（四）解释生活现象，了解数学史料

数学史是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

载体。数学史的内容包含了数学背景知识、社会常

识和生活常识，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结合可以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领悟。将数学史融入知识

点的教学是非常有效的。举例来说，对于黄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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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简单的介绍是不够的，要通过一些活动，

如“找人体中的比”“寻找芭蕾舞演员踮脚尖”和“主

持人站位的奥秘”等，将黄金比巧妙融合在课堂教

学中，就能使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黄金比的

概念。

三、策略完善：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育人

价值
（一）用好“你知道吗”，夯实育人基础

数学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介绍数学知识的由

来与发展时，可以介绍阿拉伯数字的由来、计时工

具的变化，以及九九表、算盘、指南针、古老的方程

等；渗透数学思想与方法时，可以给出田忌赛马、鸡

兔同笼、曹聪称象等故事；讲述数学家的故事时，有

华罗庚、陈景润、杨辉等；给出数学应用时，可以列

举七巧板、铺地锦算法、黄金分割等；推荐数学名著

时，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教师要不断充实

教材的素材来源，用好“你知道吗”栏目，力求让学

生了解数学文化，夯实育人基础。

另外，跨学科的作业设计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教学“比的意义”后布置的跨学科作业“为妈妈设计

高跟鞋”，就能让学生通过调查、测量、计算、画图等

活动为妈妈设计出漂亮的高跟鞋，既拉近了亲子关

系，又把学科育人与知识教学融为一体。

（二）用好数学史料，厘清育人逻辑

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增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彰显数学文化的育人

价值。在“认识比”的教学中，可以对黄金比进行整

体规划：首先是介绍黄金比（如图 4），然后用黄金

比解释生活现象，最后设计相关作业，让学生充分

了解黄金比，理解黄金比的数学知识背景。

把一个物体分成两部分，当较
长的部分与整体的比是 0.618∶
1时，给人的感觉是最美的。
这个神奇的比被称为“黄金
比”。

当芭蕾舞演员踮起脚来，下半身和身
高的比非常接近黄金比，所以看起来
特别美。

图4
（三）用好核心问题，构建育人网络

让核心问题成为数学文化渗透的切入口。小

学数学文化的素材俯拾即是。比在生活中比比皆

是，人体中的比、五星红旗中的比、清洁剂配比等，

教学中利用“3∶2”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操作、探

究、体验、交流中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为数学

文化的渗透提供了良好的场景。这种以小见大的

方法，让核心问题成为数学文化渗透的切入口，把

数学知识背后的文化因子显现出来，拉近了学生与

数学文化的距离。

让核心问题成为数学文化教学的“演绎场”。

“比表示什么”是本节课的核心问题，让学生充分表

述比的意义，教师在此基础上引出黄金比。只有将

教材中的文本知识转化为动态的演绎，探究黄金比

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才能真正展现数学文化的育人

价值。

让核心问题成为数学文化教学的“加速器”。

数学文化的教学要紧扣核心问题，让学生经历数学

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比与除法的关系”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介绍“∶”的产生是由“÷”演变来的，

让学生看到数学知识的前世今生，感受数学知识的

来龙去脉。这样，核心问题就能成为数学文化的

“加速器”，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

数学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综上，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好

地了解数学的历史、发展和应用，提高学生的数学

素养和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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