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ZHONGXIAOXUE KETANG JIAOXUE YANJIU

第 1 期2016.5

新世纪的数学课程改革，将数学文化作为数学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革。

随着高考数学考试不再实行文理分科，数学课程也

将文理不分。这势必进一步促进数学课程与人文学

科的整合。与此同时，数学欣赏也作为数学教育的

目标之一开始进入课堂。如何加强数学文化课程的

教学，还需要系统化的总体设计。本文拟做一探讨。

一、数学文化课程要着重阐述数学在人类文明

发展中的作用

数 学 文 化 的 教 学， 在 我 国 已 有 多 年 的 历 史。

1949 年以来，数学教学强调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培育爱国主义观念，因而教材涉及许多数学史的材

料，以体现数学的文化内涵。这些材料一般包括三

大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数学领先于世界的内容，如

中国最早使用负数，祖冲之在圆周率计算上的成就

等；二是国外最先使用数学符号的历史，如加减乘

除符号以及大小括号的创始人等；三是介绍一些知

识，如完全数、哥德巴赫猜想等。这些内容的阐述，

大多局限于数学历史知识的介绍，尤以突出中国古

代数学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为依归。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正式提出了数学文化的

教学要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明确指出：

数学文化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应渗透在整套

教材中。为此，教材可以适时地介绍有关背景知

识，包括数学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应用，以及数学发

展史的有关材料，帮助学生了解在人类文明发展中

数学的作用，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感受数学家治

学的严谨，欣赏数学的优美。例如，可以介绍《九

章算术》、珠算、《几何原本》、机器证明、黄金分割、

CT 技术、布丰投针等［1］。

这段论述的核心，在于“帮助学生了解在人类

文明发展中数学的作用”。不妨认为，这是数学文化

教学的一项总目标。

一般认为，文化是多元的，具有各种不同的内

涵和民族色彩。因此，其既有进步的成分，也有一

些落后的成分。而人类文明则是世界各国、各民族

的文化精华的总和。数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

分，在某种程度上说，数学文明又往往是人类文明

的火车头。因此，数学文化的教学，要与人类文明

的进步相联系，尤其要着重体现数学理性文明的先

导特征。一旦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数学文化，

就会有新的境界、新的视角、新的气派。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总是和数学文明相伴而生，

而数学则往往处于先导地位，率先影响着人类文明

的发展［2］。

首先来看古希腊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高

峰。毕达哥拉斯数学学派，阿基米德的伟大数学贡

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体系，都是人类文明的

瑰宝。柏拉图学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标识，

突显数学的地位。尤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更

是人类理性文明的代表作，它是印刷量仅次于《圣

经》的西方文化作品，影响之深远，怎样估计都不

会过分。

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是 17 世纪开始的近代工

业文明。它以牛顿和莱布尼茨等创立微积分为先导，

开创了力学、热力学、光学的科学黄金时代，并进

一步触发了产业革命。在这一时期，数学继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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