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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 思政引领：数学文化与数学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周俊伽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当前数学文化与数学课堂教学难以做到深度融合，存在学生学习数学文化的欲望不高、教师融入数学文化的教学方式生硬、

相关教学评价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为此，重新梳理数学文化的内涵，探究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价值尤为重要。以文化人，思政引领，

通过巧设教学目标、整合课程资源、优化教学方法和考评机制等有效实施路径实现数学文化与数学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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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数学承载着思想和文化，是人类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关注数学学科

发展前沿与数学文化。由此可见，国家对文化融入到教育教学的

高度重视，数学文化作为数学课程的重要思政元素，越来越多的

教育者和一线教师开始研究数学文化，并尝试将其有机地融入数

学课堂教学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对数学

文化认识不清、资源利用不充分、教师融入方式流于形式、过于

表面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数学文化的内涵

数学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数学 + 文化”的结合，它是伴

随数学的发展与完善而蕴含在其中自然形成的文化，与数学密不

可分。关于数学文化的内涵，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南开大

学顾沛教授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数学文化进行论述，狭义的数

学文化包括数学知识所隐含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

及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广义的数学文化是指数学家、数学美、数

学史和数学教育等这些数学发展中所体现的人文因素以及数学与

社会和各种文化的关系等。西南大学宋乃庆教授认为数学文化是

有关数学知识、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精神等的共同约定的总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数学文化是涉及多方面的一个有机综

合体，它既包含数学本身的知识学科性，又涵盖其所涉及的人文性、

应用性、活动性、社会性等。

准确把握数学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是教师将数学文化融入

教学的前提。2020 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指出：“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

语言、方法观点，以及它们的形成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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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将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的具体表现大致分为知识、

精神和人文活动三个层面。

二、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的价值

数学是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数学教育承载着重要的育

人使命和任务，将数学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有

效途径。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以文化人，思政引领，将数学文化巧妙地融入数学课堂教学，

能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向学生介绍相关数学概念的起源

和数学家们奋斗的励志故事，讲解和探究著名的数学问题，了解数

学历史典故。见识到我国古代数学家的辉煌成就，增强文化自信，

探讨现代数学家的优秀成果等，让学生经历数学“再抽象”“再推

理”“再建模”的“三会”过程，发展和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同时，使学生了解到数学的历史进程、应用领域和人文价值，这不

仅能拓宽学生的数学学术视野，更能打开学生的数学思维，开发智

力，提高思维的敏捷性。从而，学生能学会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

并掌握数学概念、定理及其应用，体会并感悟数学的多元文化。

走进数学文化，在聆听数学家们潜心专研的故事中，教师应引

导学生向数学精英学习，例如，华罗庚、陈景润、陈省身、吴文俊、

丘成桐等都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要大力弘扬和继承老一辈学

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学习他们坚韧不拔、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

科学精神，使学生对研究数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初步养成逻

辑严谨的良好数学思维品质，在数学文化课中渗透德育、智育和美

育，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二）有助于提升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传播数学文化，是数学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将数学文化融入

课堂教学，也有助于数学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作为一名合格的

数学教师，仅掌握数学学科和教育科学的知识还不够，还应了解

与数学学科相关的一般科学文化知识，能将数学与其他学科知识

彼此关联、融会贯通。研究调查表明，积极参与数学文化课题研讨、

数学文化节、数学文化优质课大赛等活动能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数学教师作为数学文化的传播者，应努力做到数学专业是特长，

并能广泛涉猎物理、化学、生物等相邻学科，生活中留心关注人

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给数学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丰富的例证，

增强数学文化的魅力，真正做到跨学科融合。同时，数学教师应

将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运用实践，以日常的课堂教学为起点，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教学相长，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修养。

（三）有益于推动数学学科的发展

数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2019 年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中，

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

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

课堂教学，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前世今生，阅读古代数学的相关书籍，

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数学文化自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延伸，鼓励发

明创造，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引领数学学科的发展。例如：

由宋代的“燕几图”到“七巧板”，再到衍生出的“十四巧板”；

三国时期的“华容道”数学游戏发展至“数字华容道”；大众熟悉

的三阶六面“魔方”发展到现在更高阶的魔方、金字塔魔方、异型

魔方、镜面魔方等，这些新事物的产生毫无疑问推动着数学学科前

沿和数学文化的发展，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数学文化的欲望不高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获取数学文化的渠道较为单一，基本都

是从课堂中以教师的灌输、讲解为主，习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

探究数学文化的欲望，对研究数学文化兴趣不大。例如，在学习“圆

的面积”中有一道习题是求一枚“外圆内方”的铜钱面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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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算，但很少有学生会问：为什么铜钱要制作成“外圆内方”？

这其实与数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与图形的象征意义、美感和历

史文化价值有关。遗憾的是现在学生过于追求分数和刷题，而忽

视了数学文化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二）教师融入数学文化的教学方式过于生硬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关注数学文化，意

识到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和育人价值，但在教学方式

的使用上略显单调，融入方式较为生硬，浮于表面，基本采用讲

授的方式，朗读介绍为主，辅以视频、动画、图片展现。比如，

部分教师在引入数学文化时，直接呈现教材“你知道吗”的原话，

没有给学生提问和思考的空间，课堂提问与学生思考的时间也较

短，教学效果宛如蜻蜓点水，导致学生对其印象不深刻，认识也

不够全面。有些教师喜欢用播放视频、动画的方式来介绍数学家

和数学史，但没有顺势而导，缺少对播放内容的评述和对学生价

值观的引导，难以做到“以文化人”。

究其原因，是教师对数学文化不够重视，知识储备不足，认

识不全所致，造成窄化数学文化，教学时仅局限于教材中呈现的

内容，未能充分挖掘教材中隐性数学文化的现象，也缺少有效的

数学文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一）数学文化融入教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善

日常教学过于重视学业成绩的考评，而忽略对学生的过程性

评价。现阶段，由于数学文化融入教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完善，

缺少相对标准的评价依据，导致不少教师对数学文化渗透效果的

评价方法感到迷茫困惑，在评价时往往忽视数学文化或容易受主

观因素的影响，不够公平、客观。传统教学一般采用结果性评价，

评价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评价手段和评价主体也比较单一。因为数学文化的渗透效果很难

量化，不能简单用学生的分数或对错来说明数学文化带来的作用；

对学生经过学习之后的外显效果进行测量，显然也不能彻底展现

数学文化的渗透效果。数学文化融入教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善，

也会造成教师、学生和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数学文化。

四、数学文化有机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的实施路径

笔者通过梳理文献和课堂观察，认为应将数学文化有机融入

数学课堂教学的全过程，通过“以文化人，思政引领”的新思路

将数学文化和数学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一）制定数学文化与核心素养有机结合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具有导学、导教、导测评的强大功能，是课堂的开始，

也是检验一堂好课的标准。明晰教学目标，以文化人、思政引领，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和指导教学实践。笔者尝试将数学文化涉

及的知识层面、精神层面和人文活动层面等与核心素养的主要表

现相结合，再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情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

标。以人教版二年级下册“图形的运动（一）”单元为例，可将

教学目标表述为：

（二）整合课程内容，注重情景素材的文化育人功能

《新课标》提倡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体现结构化特征的

课程内容。在课堂上“教师该教什么，学生该学什么”，一直是

教育界关心的问题。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把学科知识放在本位，

重视数学文化的渗透，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充分挖掘情景素材

中的育人功能，关注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生活、数学与其他学

科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例如，在介绍“复式

条形统计图”时，教材提供了“我国 2017-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

额统计图”这一素材，不仅要让学生体会到条形统计图直观、便

于比较的优势，还要从数据中感受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和持续向

好的强劲动力。再如，教师可让学生思考像井盖平面轮廓、蒙古

包的底面为什么都是圆形等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

懂得妙用数学。

（三）优化数学文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将数学文化与一线教学进行深度融合，让课堂意蕴丰厚，焕

发生命活力。教师应努力提升自我的个人数学文化修养，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从“虚假”探究走向真正体现学科本质和文化的“真

实”探究。优化数学文化的课堂教学方法，以数学绘本、数学游戏、

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美、数学建模、数学应用等形式和

活动渗透数学文化。创新开发“人工智能 + 数学文化”教学模式，

采用嵌入式、附加式，将数学文化有机贯穿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营造出“文化之魅”的课堂氛围。例如，学生在学习“用字母表

示数”时，认识数学家丢番图和韦达，了解丢番图墓志铭的经典

数学题，由此引发学生的兴趣，打开代数世界的大门。探究“勾

股定理”十几种不同解法背后的数学文化；在学习圆面积公式时，

理解“转化”“极限”的数学思想；利用 AI 技术认识开普勒和刘

徽的“割圆术”等跨越时空的交流，让学生亲近数学、热爱数学，

在探究数学文化的过程中迸发思维的火花，使每位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成为“小小数学家”。

（四）适度将数学文化融入教学评价和学业水平考试

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以评促学、以评促教，构建科学合

理的评价体系。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充分利用数学文化素材设

计课内外作业，丰富考评方式和评价维度。在新课标的“评价建议”

中也提到：在试题命制的情境创设中，应适当引入数学文化。例如，

在教学《鸡兔同笼》后可设计与此模型相近的租船、点菜、坐车等

习题，既帮助学生巩固新知，又能训练学生思维，体会数学思想方法。

在课外可以开展诸如数学手抄报、校园板报、演讲数学故事、写数

学建模小论文、拍摄生活中的数学、举行数学文化节、数学情景剧、

数学沙龙等活动来融入数学文化，做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

结合，不断完善数学文化融入教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五、结语

数学文化无疑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将数学文化与

数学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体现知识之本，获取探究之乐，展

示文化之魅，彰显德育之效。前路漫漫亦灿灿，期待数学文化从“附

属品”转变为教学“必需品”，真正在教育实践中落地、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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