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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好玩 玩出名堂
——从陈省身先生题写“数学好玩”谈起

□ 吴恢銮

22年前，已经 91岁高龄的陈省身先生为中国

少年数学论坛题词“数学好玩”。很多人对抽象的

数学都持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那陈省身先生为

什么说数学好玩呢？数学好玩在哪里呢？先来分

享两个陈省身先生小时候的小故事。

有一次，陈省身的父亲回家过年，带回一套数

学课本——《笔算数学》。于是，陈省身独立钻研起这

套数学课本来，并做完了其中大部分题目。当时他

以为其他孩子也都会做这些题目，所以并未向他人提

及。但正是这次经历激发了陈省身对数学的兴趣。

陈省身 15岁进入扶轮中学时，已经深深地沉

浸在数学的魅力中。当时，他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一几何定理之十六个证法》的文章，想通过寻

求多种证明方法，激发大家研究几何的兴趣，养成

系统思考问题的习惯。

对于少年的陈省身而言，数学确实是好玩的，

因为数学给正在成长的他带来了美好的想象、创新

的冲动和理性的思考。那么，这两个小故事对我们

小学数学教育又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数学好玩，需要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

中国数学会原理事长袁亚湘院士曾提出：“数学的

本质是研究与探索。人本身是有好奇心的。按道

理，数学是每个人都会感兴趣的，但大量刷题让学

生对数学不感兴趣了。”如今，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和

繁重的作业负担，使得一部分学生对数学失去了原

有的热情。为此，数学教育，特别是小学阶段的数

学教育，更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数学好玩，需要将抽象的数学变得生动

直观。数学在长期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逐步脱离

了具体的现实对象，更多以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抽

象地呈现。因此，很多数学发现和结论在现实世界

中都难以找到具有直观意义的原型，这给小学生的

学习增加了困难。为化解数学难学的问题，教师需

要对数学内容进行再创造，选择适合学生认知水平

的学习方式，使抽象的数学变得生动直观。近十年

来，不少教师都曾尝试将“数学实验”和“数学游戏”

融入教学，倡导“玩做学合一”的理念，让学生在操

作和游戏中理解数学概念，构建数学知识，感悟基

本思想，积累基本活动经验，从而实现从“训练性学

习”到“探究性学习”的转变。为此，我们团队特地

为小学 1～6年级的学生开发了 120项数学实验活

动主题。

再者，数学好玩，需要获得“玩做数学”的自由。

如果数学学习仅限于记忆和练习，而缺少深度思考

与探究，那么学生只会成为解题的机器。因此，教

师应该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在自由、宽松的环境

中，像数学家一样思考和研究问题。举例来说，教

师可以利用教室、走廊、图书馆等场所开辟“玩做空

间”，在这些空间里添置计数板、计数器、钉子板、时

钟模型、磁力片、汉诺塔等数学学具，让学生在课余

时间进行数学小实验、小实践、小课题研究，比如可

以研究“直尺能画出曲线吗”“用绿豆怎么测量树叶

面积”等问题。这样的自由研究，不仅能够保护和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还能让他们在“玩数学”“做数

学”的过程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数学世界。

“数学好玩”，是陈省身先生对数学的感受，也

是他对数学学习者的殷切希望。不过，“玩好数学”

不应仅停留在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上，还需要将眼

光放在数学本身的发展上。只有让学生觉得“数学

好玩”，才能使他们玩出属于自己的数学名堂，玩出

属于未来的数学名堂。

（浙江省杭州市小营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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