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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数学在各大科技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升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培

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数学史视角看数学教学,以初高中一些典型课题为例,针对当前数学教学容易出现的问题,从

数学史视角提出相应的建议,注重知识的产生过程,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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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时代的不断变化推动着教育改革的创新,数学教学需适应时代特征及

学生的年龄特点,不断加强自身数学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但当今的数学教学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1忽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M·克莱因曾批评各级学校的数学教育：“各级各类小学、中学、大学

都把数学作为一门孤立的学科来讲授,很少将其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

学生看来,似乎数学所研究的东西几乎与人类毫无关系。”在现在的数学教

学与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和学生注重知识的积累,而忽视数学与生活

的实际相联。已至到了大学总能听到学生这样的言语：“学数学有什么

用？”。但数学真的无用吗？下面讲述两个实例。大约公元530年前,在萨

摩岛上有一条穿山隧道(如图1)。 

 

图  1 

为了节约工期,两个工程队同时施工,从山的的南北两侧同时往里

挖掘, 后汇合处误差极小。工程师正是利用了数学中作垂线、构造

两两相似△△△ AMPRtBLARtBNQRt ,, 的知识点,证明

PAMABLQBN ∠=∠=∠ ,因此,点P,A,B,Q四点共线,所以在挖隧道的时

候,工人确保能看到隧道外的P或Q处标志即可。在古希腊水利工程奇迹的

背后,几何学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不仅如此,数学与现实生活、人文艺术、

科学技术都密切相关,以绘画为例,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和数学家佛朗西

斯卡的作品“基督受鞭图”采用了透视学原理,整幅图是一个长款之比为

1:2 的矩形,耶稣的头位于左边正方形的中心,主投影点为对角线与

四分之一圆弧的交点,如图2。可见,古往今来,数学是一门一直发展,包含

丰富的内容,这也为现在的数学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方法,

数学中的代数学与几何学对推动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  2 

1.2注重逻辑体系的教学,忽视学生知识的形成过程 

新课改指出,教师的职业角色应从知识的传授者向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转变。在教学活动中,需遵循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统一的

规律。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很多老师只注重知识的讲解,忽略数学史料的

研究,缺乏与学生进行深入互动与交流,学生容易长期处于被动接受学习

者的角色。例如,以《圆的面积》为例,历史上对于这一公式的探索可谓是

大费周章,直到刘徽才想到割圆术这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圆的面积问题,

可在笔者观察到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由于课业的压力,对数学

知识自主探究的机会较少,学生对于公式的理解大部分停留在记忆层面,

不利于知识的长久保存。 

1.3数学史素材甄别 

由于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善于运用数学史

进行教学,加深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效

率,立足于学生在数学上的长远发展。但数学史体系庞大,涵盖内容很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能够辨别哪些史料时适合融入课堂的,这其中应用

的方法又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很多教师在数学知识教学过程中,也存在

利用数学史教学时使用不恰当的内容和方式,比如在授课时原本打算融入

数学史吸引学生兴趣,丰富课堂内容,结果选取过于枯燥的历史背景知识,

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还浪费课堂时间,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的效率,甚至还

会出现错误讲述数学史的内容,误导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2 数学史对数学学习的重要性 

2.1数学史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地位 

德国数学史家康托尔(M.Cantor,1829~1920)1880年开始陆续出版《数

学史讲义》诸卷,对数学史学科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1904年德国海德堡

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数学史在一项决议中宣称：“数学史在今

天已成为一门具有无可否认重要性的学科,无论从数学的角度还是从教学

的角度来看,其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因此,在公众教育中给予其恰当的位置

乃是不可或缺的事情。”20世纪后,很多数学家就已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数学

是对于数学学习的重要意义。法国犹太数学家泰尔康创办的《数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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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传记通报》就曾说明数学史为数学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美国数学

史家卡约黎的《数学史》一书也指明数学史的引入能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等等。 

2.2丰富教师的教学素材 

在数学教学的恰当时机引入一些数学史的知识,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老师更好的掌握课堂节奏,优化教学效

果。因此,数学文化的相关史料因此被当做教学素材。例如,学生在学习对

数的概念时,由于其概念的抽象及难以理解,使得学生对对数概念本质的

理解存在障碍,在对数运算法则的应用上易初差错。教师应适当融入一些

数学史知识,比如在此课中可融入纳皮尔发明对数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和布

里格斯那场旷世制约,引用伽利略的名言：“给我时间、空间和多数,我可

以创造出一个宇宙。”呈现有关对数的阅读材料等,追溯对数的思想起源,

呈现知识的自然发生过程,为教师提高丰富的教学素材,激发学生的动机,

强化知识应用能力。 

2.3提升学生数学自信 

在中学阶段,随着数学学习的难度加深,很多学生在数学上丧失了自

信,甚至放弃了数学这门学科的学习,中高考的数学成绩不缺乏满分选手,

但平均成绩并不理想,还是有不少学生对于数学具有畏难情绪。米勒曾经

说过,清晰地揭示历史上著名数学家的失败,比介绍他们的成功更能让数

学教师获益。学生也能获益其中。在数学史中提到的数学家原来也犯过很

多错误,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等,帮助学生更理性的认识数学知识,向学

生揭示在数学曲折前进的路程,对于学生来说,具有重要“心理安慰”的意

义。以用字母表示数为例,从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开始,知道韦达和笛卡

尔之前,没有一个数学家能意识到字母可来代表一类数,以一个简单代数

问题为例：一个东西的平方的2倍与这个东西的3倍多5一样大,这个东西是

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数词语。但通过

“用字母表示数”此节课的学习,学生能用字母表示出一个这样复杂的数

学问题,感受用字母发展的近千年历史,增强学习数学的成就感。 

3 运用数学史改进数学教学 

3.1数学、数学史、实际应用相结合 

在数学学习中,要把数学史与数学思想结合。在数学是发展的长河中,

数学知识得以传承,有赖于数学理论与思想的不断融合与进步,教育工作

者通过把数学知识的分析整理,把传承的精髓以教科书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在数学学习中,教师需注意数学知识

与实际的联系,在教授新知时。可列举一些实际应用的例子,如：古人用等

腰三角形的原理制作水准仪,泰勒斯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测得了金字塔

的高,不仅如此,在艺术上也有数学知识的相关体现,正如上述所呈现的基

督受鞭图,等等。人们正是将生活与数学紧密结合起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才是数学学习的至高境界。 

3.2增加数学史料的积累 

增加对数学史料的积累,对已经了解数学是相关知识进行整理汇总分

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渗透于数学学习中。教师可多阅读《HPM：数学

史与数学教育》《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等有关数学史以及数学教育的

书籍,对自己知道但是不了解的数学史料进行补充,以教材为依据,保留对

自己有帮助的内容,对教材中忽略的知识点进行补充完善,完整的数学史

资料更有助数学学习中对知识透彻的理解。然后,对教材中涉及的数学史

内容进行适当改编,通过删减或者补充内容,或者调整相关数学史料的内

容顺序,使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3.3根据教学特点,适当的选择数学史 

数学中很多定理来源都摆脱不了远古时候的数学趣味故事,定理是相

对枯燥乏味的,数学故事的加入会增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热忱。例如：指

数爆炸,黄金比例,阿基米德求圆周率等等。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趣味故事,

增进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乐趣,加强学生对数学定理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具

体以勾股定理为例,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根据勾股定理问题,提出了

数学史上的著名猜想：当n>2时,找不到任何正整数组,使等式x2+y2=z2成

立。费马猜想公布以后,引起了各国优秀数学家的关注,他们围绕着这个猜

想顽强地探索着, 后英籍数学家怀尔斯终于证明了这一猜想,解开了这

个困惑世间无数智者300多年的谜；再如“勾三股四弦五”也是勾股定理

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此学习过程中,可以引进数学史,介绍其由西周初年

的商高提出,但只是适应于直角三角形。并且指出中国古代称短的直角边

为勾,长的直角边为股,斜边为弦。据我国西汉时期算书《周髀算经》记载,

约公元前1100年,人们已经知道如果勾是三,股是四,那么弦就是五,勾三

股四弦五直角三角形的内切圆直径为2,故有“勾三股四弦五径二”之说。

以这种方式对勾股定理进行深入的讲解,不仅让学生对知识记忆深刻,也

能够增进数学对数学知识的乐趣。 

4 总结 

数学教学教师旨在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数学思维模式,让学生积极地

参与到课堂学习中,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数学知识教学应该从学生实

际学习情况出发,寻找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

激发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中收获更多。在原来的教学方法上

进行改革创新,在教学的同时融入数学史的相关知识,增强学生对数学理

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了解数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化价值,发展核心素养,

立足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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