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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数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实践与研究
陈长娟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 鹤岗 1541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发展，科学的教育方式

逐渐引起广大师生的重视。高等数学作为一项基础的应用型学科，

对学生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数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有

利于学生更深一步地了解数学知识，从而更好地应用数学知识来

参与实践活动，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基

于此，本文对数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做了实践与研究，以

期实现高职生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数学史；高等数学；实践与研究

教育事业在时代的发展下逐渐引入新的发展模式，在不断改

革的进程中，数学史与高等数学教育产生联系并紧密融合。通过

对数学史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可以有效地激起学生对高等数学的

学习兴趣，更进一步地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数

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具体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数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实践

高等数学对于很多高职生来说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因其学

习内容较为枯燥，缺乏趣味性，同时需要具备较强的逻辑能力，

而在教学时往往也是被动学习的状态，学生也会感到乏味，缺乏

对高等数学学习的兴趣。将数学史渗透到高等数学教学中，可以

增加数学学习的内容，使难以理解的数学知识通过数学史的融入

而带来新颖的学习方式，创造有活跃氛围的教学课堂，极大地调

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性。

在数学学习中，会出现大量的数学公式以及数学定理，具有

较强的抽象性。高等数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性质的定义往往需要

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理解。学生在学习这些抽象的概念定理时

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此时教师如果引入数学史来进行概念的阐

述和分析，将知识的背景融入到教学之中，学生便可以了解到知

识的由来以及应用过程，加深学生对于知识地理解和记忆。教师

通过融入数学史的内容，学生可以感受到数学家的趣闻轶事、理

论知识的来源以及古今数学的方法，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

促进高等教学的教学发展。如在讲“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时给

学生介绍一下科学的巨人——牛顿和多才多艺的数学大师——莱

布尼茨。在教学中引入伟大数学家的感人事迹，有助于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数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的研究措施

（一）注重教学细节的讲解

数学史的内容一般较少出现在高等数学课本中，因此教师在

教学中可以导入相关教学数学史来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及运用数学知识。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握教学细节，对学

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之后，有针对性地引入数学史，将其作为

课外知识进行课程讲解。

例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在讲解群论时就可以讲解其群论的

创造者伽罗格的故事，通过故事也让学生对群论有一定的了解。

很多知识在重视程度上与老师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如果老师能够

在课堂上非常重视关于数学史的教学，学生在课下就有意识地进

行自我学习。这样一来，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数学学习内容中

的细节，很容易产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高等数学的教

学质量。

（二）侧重和数学知识进行联系

数学史从直观的意思来看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剖析数学的发

展过程。将数学史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是一项全新的教学模式，这

需要教师对数学概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能够将历史与现代社会

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发现古代数学与现代数学之间的差异性

与共同点，以此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数学史

在数学教学中最为常见的一个内容便是数学公式的推演，启发学

生从理性的思维的角度对知识进行记忆，而非单纯的死记硬背。

例如，在学习一些陌生且复杂的数学符号时，学生依靠强制

性的记忆总会感觉到一定的难度，不理解符号的意思，在应用过

程中，总会记混乱或者不知道怎么用。利用数学史为学生展示符

号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从而对数学定理产生深入的理解。这样

不仅对于学生理解有着一定的提升，更能够丰富课堂教学的气氛，

这是对教学资源的一种扩充。

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数学史当作课堂教学的一个例子，为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数学观，培养他们利用数学思维观看社会和

生活的习惯，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有着极大的帮助。例如

在学习微积分的时候，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在我国古代“无限细分，

无限求和”的思想，魏晋时刘徽提出的“割圆术”。通过介绍，

使学生了解微积分思想产生的历史，进而真正地理解“无限细分，

无限求和”的数学模型，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结语

总之，将数学史渗透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

但培养了学生的数学素养，而且还让学生体会数学发展的整个过

程，让学生学习数学家的精神，分析他们的观点，学习他们良好

的心态，从而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所以教师要对数学史的意义

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还要求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广泛地阅读数学史

的知识，对于教材中每个小的知识点进行更深入的人文了解，这

样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在课堂教学的时候有效地增添课堂气氛，

提高高等数学教学的实效性，让学生对数学课堂充满期待，提升

自身的综合水平，促进高等数学的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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