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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在教学实践中落地的思考：是什么和怎么做
□ 杨豫晖

1950年，美国数学家怀尔德在第 11届国际数

学家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数学的文化基础》的演讲，

数学文化开始受到关注。30年后，他出版了著作

《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数学》，标志着对数学文化的

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在我国，自孙小礼与邓东皋

合编的《数学与文化》一书出版后，便形成了由张奠

宙、郑毓信、宋乃庆等专家引领的庞大的数学文化

研究队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

立足教学实践，我们该如何认识数学文化呢？

数学文化是数学共同体在长期数学活动中形成的

对数学的基本看法与概括认识、数学思想方法、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具体包括：数学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关联数学现实的数学应用以及在智力发展过程

中对数学的美的体验和由此树立的正确价值观。

为了使数学文化在教学实践中落地，数学教师可以

像下面这样做。

◆依托数学史引领学生“再创造”

将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是数学文化在教学实

践中落地的主要抓手。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数学概念与原理，获得学习数学的最佳途

径，找到解决数学问题的思想和策略，感悟数学精

神的内核，由内生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师既可以借助数学史、数学故事，引领学生

体会数学的产生、发展过程，感悟其中蕴含的人文精

神、理性精神和传达的价值观，这属于间接的“再创

造”；也可以引导学生像数学家那样思考问题，通过

自己的探索“发现”数学，这属于直接的“再创造”。

◆依托数学美引领学生“再思考”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

“了解数学的价值，欣赏数学美”。数学美除了指数

学对象形式上的对称、简洁、和谐这些直接作用于

视觉的纯朴美，还指通过对数学正确性与和谐性的

认识感受到的数学内在的“真、善、美”。此外，还包

括通过“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数学现象，由

此感受到的数学家创造之深邃、数学学习领悟之美

妙，以及对至善至美的数学境界的追求。总之，数学

美不仅是一种直观、和谐之美，还是一种精思、智慧

之美。

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在欣赏了毕达哥拉斯学派

派徽的直观美后，通过思考找出这类美背后的黄金

分割比；可以引领学生在复习平面图形面积的过程

中，发现梯形的面积公式也可以用来求三角形和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借此深刻体会到数学创造的美

妙；可以引领学生体验完美数的探索历史，感悟数

学精思之美。

◆依托用数学引领学生“再建构”

广泛的应用性是数学的三大特征之一。应用

数学知识解决数学内部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数学课

程改革的一贯要求，也是数学文化的价值诉求。

郑毓信在其著作《数学文化学》之“解决问题的

艺术”一节中提到，启发法和元认知策略是用数学

解决问题时应关注的两个方面。教师应重视解决

问题过程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启发学生既清

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通

过元认知的参与实现学生认知的整体“再建构”。

因此，用数学解决问题，不能只重视结果，还应启

发学生进行深刻反思，完善自己的数学认知结构，

乃至发现和提出新的数学问题。通过如此循环往

复的数学学习，学生既能对知识进行“再建构”，也

能对思维进行“再建构”，还能对素养和能力进行

“再建构”。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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