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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列组合的内容对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数学抽象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较高的要求。 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师结合数学史加深学生对排列概念的理解， 寻求历史上合适

的排列数公式的推导方法， 进一步理解排列数公式， 让学生在课堂上经历排列知识的演进历程， 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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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排列” 是沪教版高三数学第 １６ 章的内容，
教科书首先用生活中具体的例子引入， 利用树状

图计算结果， 接着运用乘法原理解释结果并推导

排列数公式。 对教师和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 学

生学习排列组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 对排列

概念理解不透彻； （２） 机械套用教材中的排列组

合公式； （３） 排列组合公式的使用和计算易出

错； （４） 很多学生通过记忆解题， 缺乏思考；
（５） 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法掌握得较差。［１］

笔者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发现， “排列” 的

新课教学设计屈指可数， 教师一般都按照书本内

容展开教学， 运用乘法原理对排列数公式作出证

明。 排列组合内容的学习对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数学抽象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

高的要求。 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 笔者运用数学

史来帮助学生加深对排列概念的理解， 同时寻求

历史上合适的排列数公式的推导方法， 让学生进

一步理解排列数公式，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由此， 笔者拟订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１） 理解

排列、 排列数的概念； （２） 掌握排列数公式的证

明方法， 领会其背后的数学思想， 感受数学的方

法之美； （３） 了解排列知识在历史上的演进过

程， 培养动态的数学观， 感悟数学文化的多元性。

二、 数学史料的运用

（一） 排列公式的出现

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排列和组合问题。 公元

前 ７ 世纪， 中国 《易经》 的六十四卦图即是阴爻

“－ －” 和阳爻 “—” 的重复排列， 共 ２６ 种卦

象［２］。 公元前 ３ 世纪， 古希腊哲学家克里西普认

为 １０ 个公理的排列数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０ 种； 而公元前

２ 世纪， 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帕恰斯给出了错误的

排列数 １０１０４９ 或 ３１０９２５［３］。
在犹太古典文献 《创造之书》 中， 作者给出

了 ２２ 个希伯来字母的全排列。 公元 ８ 世纪， 印度

一位词典编纂者艾哈默德对阿拉伯语中的单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