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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的有机融合∗

◉ 济南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张 颖 李晓娜

  摘要:随着数学史育人价值的提出与重视,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逐步开始关注数学史与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结合．数

学史与数学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要深入挖掘并有效发挥数学史的育人价值,让数学史更好地服务数学教育、更有效地促

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本文中分别从教师角度、教学角度、学生角度阐述数学史与数学课堂教学相融合的策略,并在实践

中不断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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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学科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学科之一,从古代的

结绳计数到如今电子计算机的快速运算,从丈量田亩

的唯一用途到如今渗透到各学科的广泛理论,大量数

学方法、数学思想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绚丽多彩的

数学史．只有深入了解数学的发展历史才能更加全面

地认识这门学科,才能更加透彻地厘清人类文明的发

展史．
融合可以解释为两个不同的系统(群体)在经过

一定的摩擦碰撞后融为一体,融合后二者会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就是指在一定

的教育目标的指引下,将数学史合理地渗透到数学课

堂中,更容易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掌握数学思想

方法等．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有机融合要根据数学学

科本身的特点进行,融合后会产生数学学科固有的特

征．如促进学生理解数学概念、数学命题等,帮助学生

掌握数学独有的思想方法,提升学生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

１数学史与教学有机融合的意义

陈省身先生曾经说过:“了解历史的变化,是了解

这门科学的一个步骤．”数学史为数学研究者、数学教

师提供了迈向更高思维层次的阶梯．在数学教学过程

中渗透数学史,既能丰富课堂的文化内涵,又能提高

学生的历史涵养,因此全面了解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

的价值是必要的．
作为一名中学数学教师,不仅要掌握详细、全面

的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还要掌握数学知识的发展

背景、历程,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演变、发展过程等．
数学涉及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人类数千年思考与

积累的结晶,数学中每一条定理、公理的出现在一定

程度上都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教师只有深入了

解数学知识的起源、发展,才能将“活”的数学知识呈

现给学生,加速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数学史与数学教学融合,不仅能革新教师本身的

知识体系、更新知识观和教学观,还能有效指导学生,
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产生、发展、修正、再发展的文化

脉络,体会数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２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的策略

２．１教师方面

数学史是每一位数学教师的必备知识,因此,如
何提高数学史素养是教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结合

文献阅读与思考,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１)积极主动学习数学史知识,提升数学史素养

数学史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数学史知识的学习、数
学史教育价值的认识与补充、数学史应用能力的提升．
教师在教学外的闲暇时间有意多读一些数学史方面

的著作与文章杂志;随着信息时代的发现,无纸化阅

读、短视频讲解逐渐成为常态,因此还可以利用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等学习一些数学史方面的知识．另外,
调整好学习心态,学会利用碎片化时间去吸收一些短

小精悍的数学史知识．
(２)总结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的案例,创建教学

６

∗ 项目信息:本文系２０２１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基于SPSS的《教育统计学》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编号:SDYAL２１１２１),２０２１年济南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案例教学的教育统计学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JDYY２１１４)的研究成果．



２０２３年９月下半月 数学教育  

   

资源库

亲自设计完整的数学史融入教学的案例,能快速

提升教师的数学史素养．但现实是残酷的,一些数学教

师并没有积累足够多的数学史知识,加上平时教学任

务繁重,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设计并实践一个完整数学

史融入教学的案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多注意

收集数学史知识,并总结数学史知识融入数学课堂教

学的案例,使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且有待补充的教学

资源库．若将每个教师总结的数学史教学资源库汇总

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容量大、内容丰富的数学史教学

资源总库．因此,如何迅速设计出融合数学史知识的教

学案例,并有意识地总结、归纳使之整理形成一个资

源库是各位一线教师以及研究者们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
通过查阅、阅读、分析文献可知,关于案例库建设

的研究约五成集中于高等教育,且多应用于医学;仅
有４％的研究集中于中学教育,且多用于政治、英语与

汉语言．关于数学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研究较少,关于数

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案例库建设的研究更需投入大

量时间与精力．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案例库的建设主要采用

一个个有教学意义与育人意义的真实教学片段,要求

既包含完整的教学对话,又包含案例的思考与补充．案
例库素材的来源广泛,包含各级各类一线教师亲身经

历的教学案例、重点教育期刊中的案例、网络检索得

到的案例．案例入库时,内容要做到完整准确,格式要

做到规范统一,并设置一定的编号,便于后续检索与

修改[１]．
例如,初一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案例库的建设

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①按课本知识顺序编号(顺
序与课本知识内容顺序一致,便于快速检索),如北师

大版七年级下册２．１有理数———汤斯达故事;②按数

学史内容编号(该方式以数学史为线索提升教师的发

散思维),如割补法———完全平方公式/勾股定理．
(３)积极参与并尝试开展有关数学史知识的培训

或者课题研究项目

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离不开继续教育和开展课

题研究．有一些学校会进行有关数学史知识的培训,要
求教师积极参与并整理资料、总结经验．但是,部分学

校并没有意识到开展数学史培训的重要性．教师可通

过深入了解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价值,勇于提出自

己的想法,积极申请有关数学史的课题研究项目．做好

该项工作需做到:阅读、整理、提供大量经典的数学史

资料;把握最新发展方向并结合教学实践给出研究主

题;制定合理规范的评价标准;撰写完整的项目申

请书．

２．２教学方面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的最佳途径是课堂教学,
具体来说就是将与课堂知识相关的数学史知识融入

到课堂中．将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要注意合理利用,不
是为了讲历史故事而引入,而是追求历史故事与数学

知识的契合．用历史故事解释现实知识,重现历史知识

的发展与演变,为数学知识注入生命力,使数学概念、
定理等通俗易懂,开发学生数学思维．数学史与数学教

育的融合从宏观上可分为直接融合法和间接融合法,
下面展开详细介绍．

(１)直接融合法

直接融合法是指将数学史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
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数学史材料．如通过以下方式将数

学史直接融入课堂:

①介绍定理的发展过程．将多元的数学文化、数学

发展史引入数学课堂中,首先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多样

的数学文化,其次鼓励学生从多方面考虑问题,最后

借助数学史与数学课堂碰撞产生的奇妙火花,促进学

生发展多元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丰富多彩的数学发展

史会让学生认识到,在不同文化的孕育下会产生不同

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而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导致数学

发展的多元化．
例如,勾股定理的证明可以追溯到我国数学家赵

爽的弦图证明法、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演绎法．
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解,一方面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另一方面向学生展示数学的无穷魅力,增强学生

学好数学的信心．
②介绍历史上各种名题、悖论．中学数学课堂中常

常会出现类似于题海战术的机械训练,耗尽了学生对

数学学习产生的浓烈兴趣,导致部分学生谈数学色

变,更不敢尝试学好数学．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认

为对学习内容产生兴趣是引起学生注意的最佳刺激．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有意引入一些内涵丰富、生动形象

的教学材料,如数学史知识,能大大提升数学课堂对

学生的吸引力,进而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信心,从
根本上改变数学学习的态度．

例如,用尺规法无法完成的三大作图难题、欧拉

用一笔画方法解决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引发第二次

数学危机的贝克莱发难、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罗素

悖论等．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问题是数学发展的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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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每一个难题、每一个悖论的提出都是对数学发展的

一次挑战,需要数学家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发现或者

创造出能解决难题的理论或方法,从而促进数学理论

的不断完善,推动数学的发展．
(２)间接融合法

间接融合法不明确地讲历史,而是以历史为线索

展开教学,用历史上总结出来的思想方法来启示教学．
该方法以历史为背景、以数学家的角度、数学史的思

想为依托让学生经历整个证明过程,使学生的思维得

到质的飞跃．
例如,在研究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时,在课堂中

首先要求学生在提前准备好的空白纸上用铅笔和直

尺画出多个任意形状的三角形,锻炼学生动手能力,
鼓励学生用量角器量出已画出三角形所有内角的大

小,再自己探索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的数量关系并展

开小组讨论．学生会陆续得出结论: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的度数和是１８０°．得到此结论后,抛砖引玉,提出问题:
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１８０°吗? 大多数学生很快

给出他们猜想的答案,并给出肯定的回答．接下来,引
导学生验证自己的猜想,在验证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会

推理论证等证明方法．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动手在画

出的三角形中作平行线,借助平行线定理并利用等量

代换验证先前的猜想是正确的．回顾整个验证的过程,
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经历归纳结论、猜想结论、演绎

结论的完整过程．
数学致力于研究现实世界抽象出的数量关系与

空间形式,简言之,数学致力于研究数与形的关系．数
形结合思想是数学中常用且重要的一种思想方法,源
于数与形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著名数学家华

罗庚先生对数形结合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数缺形

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

家万事休．”这首诗将数与形之间的微妙关系展现得淋

漓尽致．数形结合思想可以理解为将严谨抽象的数量

关系与直观明确的几何图形融为一体,以形助数、以
数释形．

例如,在学习“平面直角坐标系”这节课时,设计

如下活动:根据给定坐标,绘出适宜的图形;根据给定

图形,写出准确的点的坐标．在学习的过程中向学生介

绍笛卡儿坐标系以及笛卡儿在数学上做出的贡献,以
达到加深学生对数形结合思想理解的目的,同时提高

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共情能力[２]．
间接融合法对教师的要求很高,需要教师了解所

学主题背后的历史,理解知识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

点、难点,重构知识点的发展环节,使之与课堂教学契

合．但是,无论何种引入方式都要注意立足于学生的实

际情况[３]．

２．３学生方面

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要更好地实现数学史与课

堂教学相融合,必须将落脚点放在学生本身,换句话

说,教学要基于学生．但是教学仍需超越学生、读懂学

生、尊重学生,数学史的选择与组织要符合学生的身

心发展规律、认知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４]．
教师可从以下三方面定位学生已有的经验:(１)

关注学生学习的起点,换言之,关注学生对已学知识

的掌握程度及对将要学习知识的了解程度;(２)关注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一堂课的

重点教学环节;(３)关注学生的顿悟点,预设合适的教

学环节,思考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启发学生[５]．
例如,“一次函数”第１课时引入环节中,介绍李

善兰(中国数学家)著作的发展历程,了解函数二字的

由来、意义,加深学生对函数概念、表示方法的理解．该
设计既衔接了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扩展了“函数”的内

涵与外延,又契合了本堂课教学的重难点．数学史与教

学过程的融合离不开学生本身的体验与思考,如何落

实以生为基、以史立人、研史促育,值得各位一线教师

深入思考．

３反思与展望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许多数学教育家发表了许

多关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融合的论文,但是数学史与

数学教学融合的具体教学案例不多,且没有形成系统

的案例库．因此,需要教师结合数学史开展具体的教学

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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