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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

——— “四色猜想” 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李玲珠

（杭州市求知小学，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２）

【摘　 要】 作为近代数学三大难题之一的 “四色猜想”， 体现了数学家以严谨的态度挑战未知的探

究精神。 文章以 “四色猜想” 为例， 设计拓展教学方案， 引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探索、 发现数学中的

奥秘， 培养学生初步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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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地图上任意相邻的两个地区区分开

来， 最少需要几种颜色？

经过漫长的探索， 数学家提出了 “四色猜

想”， 即最多用四种颜色 （不相邻的区域可以涂同

种颜色） 就能区分出地图上任意两个相邻的区域

（相邻区域的边界是直线或曲线， 不能是一个点）。

“四色猜想” 最初由莫比乌斯和古思里提出，

之后吸引了许多数学家的目光。 哈密顿为之冥思

苦想 １３ 年而不得其果［１］， 闵可夫斯基一次次地尝

试， 又一次次失败……无数数学家为之奉献一生，

却仍无法得出最终的答案。 就其本身而言， 四色

猜想并无太大的实用价值， 人们完全可以用四种

或者更多种颜色来区分各地区。 但作为一个数学

问题， 它体现了人们对未知的探索态度， 反映了

数学家敢于迎接挑战， 用数学的眼光探索问题、

发现真理的理性精神。

这种态度和精神与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 ） 所要

求的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增强发现和提

出问题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谋而

合［２］。 在学生层面， 《课程标准》 提倡学生自己

发现和提出问题， 鼓励学生归纳、 概括和猜想规

律。 在教师层面， 《课程标准》 同样鼓励教师开

发利用社会资源， 以拓展教育的方式帮助学生体

会数学的价值， 同时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那么，

什么样的拓展知识适合小学阶段的学生？ 这些知

识又该如何呈现呢？

就低年级学生而言， 他们更喜欢易于理解、

可动手操作的教学方式。 低年级学生理解力较弱，

在一节课中的专注力也有限， 所以找一个容易理

解、 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知识很有必要。 “四色猜

想” 作为小学数学的拓展课程完全符合上述要

求， 学生能够听懂四色猜想的定义， 而且可以通

过涂色的方式来验证猜想。 当然， 四色猜想更重

要的目的是在证明猜想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

推理、 概括等能力， 弥补学生在平时课堂中没时

间探索的遗憾， 也能为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提供

很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