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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职数学教育仍普遍采用一种以书本为基础的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没有得

到很好的培养,数学文化在高职数学教学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而数学文化的教育正是新的教育观所

倡导和提倡的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将数学文化应用于高职数学教学中,将能够让学生更轻松地接

受数学,提升数学修养,有助于解决现阶段高职数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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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通常认为数学是一门晦涩难懂

的学科,然而数学除了是一门基础学科

以外,更是一种特有的数学文化。将数学

文化应用于高职数学教学中,教师在讲

授数学知识的同时引入数学文化,可以

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感受数学

之美,欣赏数学之美,有利于培养高尚的

数学情操、数学素养,有利于综合素质的

提高,为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可持

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学文化的含义 

“数学文化”一词是由美国学者怀

尔德于1980年在《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

中首次提出的,数学作为文化体系的哲

学观是他倡导的思想[1]。在2005年,国家

教育部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里面多

处提及“数学文化”一词,数学文化才逐

渐在数学教学中得以应用。数学文化属

于文化的一个小分支,它分为狭义的数

学文化和广义的数学文化。狭义的数学

文化主要是指数学观点、思想、方法及

它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数学文化是一

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它在狭义

数学文化的基础上,还包括对数学的认

识、数学史、数学的知识、语言和思想

方法、数学的价值、数学与日常生活、

社会及其他学科的联系等等。 

数学文化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

从事数学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数学文化不仅

包括数学知识,还包含数学思想、数学方

法、数学精神、数学发展史等[2]。对数

学文化的认识与传承,体现了素质教育,

也体现了数学教育的本质。 

2 数学文化的特征 

数学文化集真善美为一体,具有简

洁美,和谐美,奇异美,对称美,创新美,

统一美,类比美,辩证美,抽象美和自由

美。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学

文化让人们接受数学精神、数学思想和

数学方法的熏陶,对人类的思维能力和

思维品质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人类的文

明具有深远的意义。数学文化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它具有创新性和与时俱进

性。我们要理性地去认识和应用,不能

迷信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要取其精华,

让数学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结

合,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数学素质寻求更

好的途径。 

3 数学文化应用于高职数学教

学的重要意义[3] 

3.1有利于传承人类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文明,包括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数学文化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讲授数学知识的

同时,将数学文化应用于数学课堂中,给

学生介绍数学知识的背景,数学史,数学

故事等,有利于数学文化和人类文化的

传承。 

3.2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态度和

探索的精神 

每一个数学知识都蕴含着数学家们

严谨治学、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

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工作作风。通过

学习数学文化,借鉴数学家们的经验,有

利于培养学生不畏艰难、锐意进取、勇

攀高峰的学习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认

真严谨的态度和不断探索的精神。 

3.3在数学教学中展现数学美,让学

生感受和欣赏数学美 

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曾说：世界中

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数

学之美是隐秘的,是需要用心发现和感

受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

合理地引入数学文化,展现数学之美。要

引导学生感受数学中蕴含的奇趣和美妙,

感受和欣赏数学美。比如在微分中定理

的推导时,罗尔定理是拉格朗日定理的

特殊情况；拉格朗日定理又是柯西中值

定理的特殊情况；层层递进,体现了数学

的层次之美。 

3.4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和全面发展 

对于传统数学的学习,大多数学生

认为枯燥乏味,接受知识很被动,感受

不到学习的乐趣。许多高校数学素质教

育欠缺。而数学文化应用于高等数学的

教学中,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很多数

学知识,更可以让学生体悟到数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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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使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有机结

合,有利于综合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成

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为当代大学

生的素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4 高职数学课程中数学文化的

应用 

4.1教师从思想上重视数学文化在

教学中的应用 

传统高职数学的教学中,很少有教

师重视数学文化的引入,教学方式的落

后“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仍然占主导地

位。学生感觉数学离生活很遥远,没有实

际意义,接受知识消极被动。教师要改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更新教育理念,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结

合有关内容强调数学的科学价值、文化

价值、美学价值,尽可能对有关知识作形

象化处理,充分开发和利用校内外的教

学资源。从思想上重视数学文化在教学

中的应用,合理引入数学文化来增加课

堂的趣味性,使学生跳出沉闷的数学知

识学习,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查

阅文献、阅读资料、撰写报告、进行交

流。将数学的应用价值、美学价值有意

识的应用到教学中。 

4.2在数学教学内容中渗透数学文

化及数学思想 

数学文化与数学知识是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数学文化是千百年来伴随数学

知识历史沉淀的精华。渗透数学文化及

数学思想不应该脱离数学教学内容。数

学文化没有系统的文化体系,更多的需

要学生用心去体会和感受。宣传、普及、

丰富、研究和学习数学文化时应该抓住

一个或几个有启发性的主题或角度,作

深入的阐发解剖。在讲授教学内容的过

程中,教师要注意观察、总结和整理出日

常生活中与数学学科文化和知识相关的

素材,合理创设情境,从具体实例出发,

有意识地在教学内容中渗透数学文化及

数学思想,在有效地拉近学生与数学之

间的距离的同时也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增加学习趣味性。 

4.3改变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尝试新

的教学方法 

传统数学教学的课堂,充斥着定理、

公式、习题,枯燥乏味。不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教师应该改进教学方法,使用

多种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效果。许多抽

象的数学结论如果以直观的模型为背景,

结合相关动画效果,学生接受起来将更

容易。例如,在利用函数单调性、微分中

值定理等证明等式或方程有根的问题时,

辅助函数法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在

讲授定积分的定义时,通常用求曲边梯形

的面积作为引例。在讲授“分割、近似替

代、求和、取极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

如果只是老师单纯讲述,学生很难理解。

此时应该系列变化的过程,体会曲边梯形

面积的求法。通过极限的概念,得出曲边

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从而引入定积分的

定义。在讲课的过程中充分使用多媒体课

件等信息化工具,甚至采用信息化环境下

的新型教学模式,比如微课、翻转课堂、

MOOC等,可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有助于

学生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教学效果也

会得到一定的提高[4]。 

4.4积极营造校园数学文化氛围 

在校园内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充分

利用班级板报、学校宣传栏等场所,开展

数学史知识小竞赛、数学故事会、专家

数学报告等多种活动,营造校园数学文

化的良好氛围,建设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和校园环境,为教师辅助教学、学生个性

化、分层化学习创造条件。 

5 结语 

总之,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

透是润物细无声的,数学文化的理念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无限的应用价值。在高

职数学的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教育,引

领学生感受数学知识的博大精深,领略

数学文化的智慧文明,打造一个充满审

美、智慧和趣味性的课堂,可以让学生关

注数学史、关注生活中的数学,在充满浓

浓文化气息的课堂中爱上数学。让数学

文化发挥 大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学

习数学文化知识。让学生感受数学之美

和理性力量,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

有利于培养现代大学生求真求善求美、

科学严谨的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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