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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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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工程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数学是其中至关重要

的一项工具，而随着不断地发展与传承，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文化。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数学仍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在教学

过程中有机融合数学文化，不仅可以提升教学的效率，还能激发

学生对数学的热爱之情，本文即通过分析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

课堂的作用，进而提出其有效渗透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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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是在数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内在价值与影响，

无论是古希腊对于数学的深刻研究，还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数

学智慧，其都是数学文化中色彩鲜明的内容，对于数学在后世的

发展和升级，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因此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数

学文化的融合必将成为数学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

一、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课堂的作用

（一）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是一门具有抽象性、逻辑性的学科，不仅需要学生具备

良好的数学思维，也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在培养学生数

学素养的过程中，数学理论和知识对于学生的成长推进是片面的，

必须要通过具有文化属性的内涵进行引导，才能真正推动学生数

学素养的健全发展。而数学文化不仅具备工具属性，同时兼具科学、

人文以及应用价值，因而通过合理地渗透教学，可以弥补数学课

程中对于学生思想引导的不足，进而让学生的数学素养得到完善。

（二）利于数学文化的传承发展

数学历史悠久，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传

承属性的文化，并且具备独有的文化价值。数学文化不仅包藏着

象征科学的思想，同时也裹挟着代表人类智慧的光芒，这种文化

已经超出了数学的范畴，形成了一种文化影响力，推动着后人对

于数学的研究与创新。而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即是对

数学文化的一种传承表现，通过文化的厚重感，可以让学生积累

底蕴，迸发更深刻的数学兴趣与热情。

二、数学文化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一）丰富教学内容，渗透文化内涵

在大学数学课程中，其课程内容主要以教材为基础，教师可

以进行适当的拓展与延伸，但是单一的数学课程内容不仅枯燥，

而且会让学生的思维产生疲惫，这并不利于教师教学，甚至会影

响课堂效率。因此教师就需要在课程内容中融入更多的内容，一

方面用于减缓学生的思维压力，让学生在紧张的过程中拥有放松

的空间，另一方面则能有机融合课程知识，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

和掌握教学内容。而数学文化就具备如此功能，通过介绍古代数

学家的事迹与背景、对比中外数学家的成就、解析世界著名数学

大奖的获奖者与其研究成果等，可以为学生提供轻松一刻的小环

节，既保证放松内容与数学息息相关，又可以达到高效的减压目

的；通过展示数学家曾经遗留的手稿，分析古人提出的数学思想、

对比古今解决相似数学问题的方法等活动，则可以强化学生对数

学的兴趣，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的理解，达成双重

的教学目的。

（二）改革教学方式，开创探索空间

虽然目前高等教育在不断改革与优化，但是总体而言，学生

的数学水平与素养却并没有得到提升，甚至还存在下滑的现象。

这就表明在数学学科教学中，教师的改革方式与力度还不足，尤

其在教学模式与方法上，需要进一步融合与贯通，将多元教学手

段与教学内容进行灵活有机结合，进而为学生创建出最舒适的学

习环境与条件，引导学生完成自主性或协作性的学习过程，得到

良好的教学成效。而数学文化在该过程中可以发挥出良好的催化

剂作用，让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整合更加直接有效。例如

在学习“极限”思想方向的课程内容时，教师就可以用多媒体为

载体，以刘徽的“割圆术”为诱导内容，通过多媒体软件中展示

的“割圆”过程，进而将圆逐步转化为内接正多边形，以此实现

对“极限”思想的解释，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仅解析了教学内容，

而且运用数学文化，让多媒体这一教学工具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强化师生互动，开展文化活动

在数学教学中，师生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不仅可以体现教

师的引导效果，还能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而加深师生之间的

关系。而数学文化同样可以发挥交际引导的作用，比如教师可以

结合学生的专业与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探究活动，进而共同学习

和进步。例如对于物理专业的学生，教师就可以结合即时速度、

平均速度、切线斜率、曲率等不同的物理概念与数学概念，让学

生探析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物理现象，并解决物理问题，不仅可以

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还能加强不同学科与数学以及生活的

联系，让学生对数学文化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是当前时代发

展的趋势，也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需求。因此教师应全面提

升自身的数学文化基础，深刻挖掘更多的与教学内容具有联系的

数学典故、数学名家、经典问题等文化素材，为学生打造文化色

彩浓重的新型数学课堂，全面推动学生数学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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