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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高中数学教学

要顺应新课程改革需求，不断完善教学理念，而数学文

化的渗透教学逐渐成为当代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但

在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下，绝大多数教师都把教学的重

点放在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上，而忽略了引导

学生掌握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整体素质。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发展为本，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

渗透数学文化，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提升数学学

科核心素养。

一、数学文化概述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文化包括数

学的思想、方法、精神以及它们的发展历程、人文活动

等，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因此把数学文化融入高中数

学教学中非常有必要。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出了数学文化的定义，并要

求将数学文化融入高中数学课程内容中。高中数学教

材中的知识是具体的、直接的，而数学文化是抽象的、无

形的。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接触到各个方面的数学文化，在学到数

学教材上的知识的同时，也能了解到数学教材以外的知

识，引导学生感知数学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文以“祖暅

原理”为例谈一谈。

二、祖暅原理的由来

“祖暅原理”出现在《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

第二册第八章第三节《简单几何体的表面积与体积》的

“探究与发现”内容中。其中介绍了祖暅原理是祖冲之

之子祖暅提出的体积计算原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

异”，“势”即是高，“幂”是面积。意思是夹在两个平行平

面之间的两个几何体，被平行于这两个平面的任意平面

所截，如果截得的两个截面的面积相等，那么这两个几

何体的体积相等。利用这个原理，我们能求出柱体、锥

体、台体和球体的体积。而这一原理，在西方，直到 17世
纪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Bonaventura Cavalieri，
1598—1647）发现，比我国的祖暅晚了一千多年。

三、祖暅原理的应用

祖暅原理有助于学生理解柱体、锥体、台体和球体

的体积公式，它能将复杂的几何体转化为常见的几何

体。在教材中，柱体、锥体的体积公式是直接给出的，并

没有给出推导过程，也没有说明出处，教师一般也只要

求学生会运用公式计算就可以。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

总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将柱体体积乘以三分之一就

能得到相应锥体的体积呢？事实上，如果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知识中，利用祖暅原理对其进

行推导，学生就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了。同

时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我国古人的一些故事和在数学方

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为了加强对数学文化的考查，2013年上海市高考题

中，出现了以下例题，用祖暅原理求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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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向的引导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以数学文化为

背景的题目。

例题（2013年全国高考上海卷理科第 13题）在 xoy
平面上，将两个半圆弧 ( x - 1 ) 2 + y2 = 1( x ≥ 1 )和 ( x -
3 )2 + y2 = 1( x ≥ 3 )、两条直线 y = 1和 y = -1围成的封闭

图形记为D，如图 1中阴影部分，记D绕 y轴旋转一周而

成的几何体为Ω，过（0，y）（ || y ≤1）作的水平截面，所得截

面面积为 4π 1 - y2 + 8π，试利用祖暅原理、一个平放

的圆柱和长方体，得出的体积值为————————。

分析：考题中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截面的面积，二

是几何体的构件。首先由截面面积知，截面可能为两个

截面的面积和，由信息二得到验证；其次，考虑几何体的

相应尺度，由几何体Ω的高为 2，知长方体的高也为 2，圆
柱的直径为 2（平放即为高）。对于平放的圆柱而言，过

（0，y）（ || y ≤1）作圆柱的水平截面，截面应为长方形

ABCD，其一边为圆的一条弦AD，AD=2 1 - y2，由此猜

测截面面积应 4π 1 - y2，故长方形的CD长为 2π，圆柱

的长也应为 2π。截面面积的另一部分为 8π，即长方形

的面积为 8π，故长方体EFGH的底面积也为 8π。最后，

由祖暅原理可求出几何体的体积。

解：因为几何体为的水平截面的面积为 4π 1 - y2 +
8π，该截面的面积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提示，一部分为定

值 8π，可看作是截一个底面积为 8π，高为 2的长方体得

到的（如图 2（2）），另一部分 4π 1 - y2，可看作是把一个

半径为 1，高为 2π的圆柱平放得到的（如图 2（1））。这两

个几何体与Ω放在一起，根据祖暅原理，每个平行水平

面的截面积相等，故它们的体积相等。即Ω的体积为π·
12·2π + 8π·2 = 2π2 + 16π。祖暅原理的应用蕴含了丰

富的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通过类比、猜想的方法，将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数学逻

辑推理能力。同时，通过祖暅原理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家

的数学成就，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民族自豪感。

四、渗透数学文化的建议

（一）在创设情境中渗透数学文化

创设情境是高中数学教学中吸引学生注意力和求

知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渗透数学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

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合适的情境能促成学生学习情

绪高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质量。而数学

文化正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以数学文化中涉及的数学

家、数学问题或数学故事进行引入，可增加趣味性，减少

传统高中数学教学的枯燥性，充分调动学生探求新知识的

积极性。同时，教师在数学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数学

文化的补充和拓展，让高中数学课堂变得更具吸引力。

（二）在数学知识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

高中数学知识相较于初中知识，广度和深度都有了

质的提升。高中数学知识包含大量的概念、法则、原理、

公式等，高中学生学业负担较重，通过死记硬背不能在

短时间内掌握这些知识，进而影响自身的学习进度。这

就需要教师在数学知识的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相关的

数学文化，帮助学生更有条理地吸收与掌握数学知识，

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数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在习题讲解中渗透数学文化

习题演算和讲解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也是检验

知识点是否掌握的重要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

在教学中采用题海战术，而是更要注重习题的代表性和

趣味性，在习题讲解过程中适当渗透数学文化，能使习

题教学不再枯燥，也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相关知识

点的印象更加深刻。

（四）在课余时间学习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包含多种思维方法、推理方法和数学思想

等。教师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数学文化的学习，能

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构建更加完整的数学

知识体系，也能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而

教师学习数学文化能使思维更加全面，在教学过程中思

路更加清晰，渗透数学文化更加得心应手。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增强学生各个方面的素质，对

学生和教师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有利于提高数学

教师专业水平及数学素养，进而提升教学能力；有助于

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数学学习兴趣；

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加深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培养

学生爱国主义热情，提升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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