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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融入高中数学课堂的路径探究

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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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具体实例的探究得到了数学文化融入高中数学课堂的 5 种路径,即古诗词及文化术语法、例题

法、阅读法、试验探究法、数学建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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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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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

订)》对数学文化的界定: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
精神、语言、方法、观点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还包

括数学在人类生活、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和

意义,以及与数学相关的人文活动.数学文化从显性

和隐性两个方面出发,具体内容分为数学史、数学与

现实生活、科学技术、人文艺术、数学思想方法[1].
课堂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第一阵地,也是

学生们获得新知、提升核心素养的高地,一堂高质量

的数学课,对学生数学的学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怎
样将数学文化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使得课堂中数学文化的渗透与数学知识的

理解双促进,培养学生数学概念的形成、理解,让学

生掌握基本的运算规则与方法,怎样才能有效进行

实际问题数学化的训练,笔者进行如下探究.
1 路径探究

1.1 古诗词及文化术语法

案例 1 直线和圆的方程.
通过王维的诗《使至塞上》中著名诗句“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让学生体会诗词的美[2],产生大

漠、孤烟、落日的画面感,进而引出直线与圆的位置

关系新课.
案例 2 (事件的相互独立性)古语有:三个臭

皮匠顶个诸葛亮[3].
假设臭皮匠甲、乙、丙预测一件事情准确的概率

分别为 0.4,0.45,0.5,诸葛亮预测一件事情准确的

概率为 0.8,请问三个臭皮匠和诸葛亮预测同一件

事谁预测准确的概率更高?

通过引导学生探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
文化术语中蕴含的数学思想,进而引出新课.

总结 古诗词及文化术语法,通过运用古诗词

和文化术语进行新课导入,使得数学课程的趣味性、
文艺性得到提升,打破学生对数学课堂的固化认知,
让理性的课程包含人文气息,学生得到美育教育,进
一步理解中国人民的优秀智慧.
1.2 例题法

案例 3 记 S n 为数列{a n}的前 n 项和.若 a n+2

=a n+a n+1,且 a 2=2,a 7=21,则 S 5= .
答案:19.a n+2 -a n+1 =a n,a n+1 -a n =a n-1,

…,a 3-a 2=a 1,通过累加,得到 a n+2-a 2=S n,那
么 S 5=19.

此题来源于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是趣味逻辑

型试题,考察了对数列累加法的应用,但如果学生能

够了解和掌握斐波那契数列,也可以通过递推公式

直接算出.
案例 4 (201 7 年全国卷Ⅱ理)我国古代数学名

著《算法统宗》中有如下问题:“远望巍巍塔七层,红
光点点倍加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尖头几盏灯?”
意思是:一座 7 层塔共挂了 38 1 盏灯,且相邻两层中

的下一层灯数是上一层灯数的 2 倍,则塔的顶层共

有灯(  ).
(A)1 盏 (B)3 盏 (C)5 盏 (D)9 盏

此题以我国数学名著《算法统宗》中的实际问题

为背景,考察等比数列的概念、前 n 项和公式,意在

考察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运算求解能力以及数学

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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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案例 3 来源于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虽
然题目中并没有出现数列的名称,但是出现的通项

公式 a n+2=a n+a n+1,熟悉此数列便可非常快的计

算出结果,这样,可以激励、引导学生深入挖掘问题,
多了解数学文化.案例 4 的问题来自《算法统宗》,是
实际生活中的数学问题,通过解决此类问题可以培

养学生发现身边的数学,解决身边数学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数学,从而对中国古代数学产

生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例题讲授是数学课堂教学

中的重要环节,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关键所在,
在选择例题时设置有数学文化背景的题型,是培养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1.3 阅读法

案例 5 杨辉三角(帕斯卡三角形).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 5 20 1 5 6 1

在杨辉三角中,第 3 行的 3 个数恰好对应着两

数和的平方的展开式的每一项的系数,第 4 行的 4
个数恰好依次对应两数和的立方展开式的每一项系

数,即(a+b)3=a 3+3a 2b+3ab 2+b 3,以此类推.第

n 行的m 个数可表示为 C m-1
n-1 ,即为从 n-1 个不同

元素中取 m-1 个元素的组合数,因此可得出二项

式定理的公式为:
(x +a)n =C 0

nx na 0 +C 1
nx n-1a 1 +…

 +C n
nx 0a n =∑

n

k =0
C k

nx ka n-k .[4]

总结 案例 5 中,杨辉三角,是二项式系数在三

角形中的一种几何排列,中国南宋数学家杨辉 1 2 6 1
年所著的《详解九章算法》一书中出现.二项式定理

与杨辉三角是一对天然的数形趣遇,它把数形结合

带入了计算数学.求二项式展开系数的问题,实际上

是一种组合数学的计算问题.用系数通项公式来计

算,称为“式算”;用杨辉三角来计算,称作“图算”[4].
在欧洲,帕斯卡在 1 6 54 年发现这一规律,所以这个

表又叫做帕斯卡三角形.帕斯卡的发现比杨辉要迟

3 9 3 年,比贾宪迟 600 年[5].此案例不仅让学生发现

数学之美,也会让学生更有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数
学教材中往往有关于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的阅读

材料,教师在备课时可以准备数学文化阅读材料,在
课堂上适当穿插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阅读,感受到

数学的魅力.
1.4 试验探究法

案例 6 古典概型.
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通过电

脑模拟试验(抛硬币、掷骰子)让学生理解古典概型

的特征,鼓励学生去观察、类比,从而培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归纳总

结出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最终掌握古典概型

的概率计算公式.
总结 在课堂教学中,试验、探究能够调动起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对知识能够得到最直观的

认识和体会.试验探究法可以通过生活中常见的实

例引出新课内容,使学生体会到数学源于生活而又

高于生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利用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探索使得学生认识到现代技术在

数学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树立学生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
1.5 数学建模法

案例 7 (2020 年全国卷Ⅰ)某校一个课外小组

为研究某作物种子的发芽率 y 和温度 x(单位:℃)
的关系,在 20 个不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种子发芽实

验,由实验数据(x i,y i)(i=1,2,…,20)得到图 1 散

点图;由此散点图,在 1 0
 

℃至 40
 

℃之间,下面四个

回归方程类型中最适宜作为种子发芽率 y 和温度 x
的回归方程类型是(  ).

图 1

(A)y=a+bx    (B)a+bx 2

(C)y=a+be x (D)a+b ln
 

x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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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份中的一份用分数表示为 1
1 0

米,以 1
1 0

作为度量单

位,度量的结果为 6 个 1
1 0

米,即 6
1 0

米.而
6
1 0 =

3
5 =

0.6.从除法、计数两方面认识分数与小数的一致性,

有助于学生认识数学概念与数学运算的统一性:分
数是小数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分数与小数可以通过

除法运算互化;如果将整数看作分母是 1 的分数,分
数可以看作是整数的推广和扩充.同样如果将整数

看作小数点后为 0 的小数,则小数也可以看作是整

数的推广和扩充.这正是数系从整数向有理数的扩

充.
2.3 整体把握分数内容,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分数的

意义

分数的意义非常丰富,教学中教师应当整体把

握分数的内容,重视分数表示数量、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两个量的比例、除法运算等意义的归纳和总结,

引导学生认识分数的这些意义的联系与区别.特别

要将分数多重意义的认识与分数的运算联系起来,

帮助学生形成对分数意义多角度、统一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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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散点图的大致走向知,函数递增且增长速度缓慢,

符合对数函数模型,故选择 D.
总结 数学建模对高中生而言无疑是一个难

点,除了教材中设置的数学建模例题及专门的数学

建模课程,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选择一些

具有建模思想的问题,用数学方法思考现实生活中

的问题,进而提升数学建模的能力.案例 7 巧妙将数

学建模流程融入题干当中,考察了学生对函数图形

及回归方程相关知识的理解、应用能力,让学生了解

到生物实验中的数学,为学生提供数学建模思路,启
发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
2 结语

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课堂教学凸显核心

素养导向,高考数学文化类试题屡屡出现,将数学文

化有效融入高中数学课堂成为必然之势.本文通过

实例探究得到古诗词及文化术语法、例题法、阅读

法、试验探究法、数学建模法等方法途径,将数学文

化融入课堂教学.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读者思

考,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探索更多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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