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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民族地区小学数学课堂渗透“数学文化”学习现状调

查研究

——以两江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例

田丝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两江小学校　重庆市　409600

摘　要：通过问卷、访谈，调查分析学生教材，结果发现，重庆市黔东南地区小学”数学文化”学习现状是：学生只是机

械地掌握了解题步骤和解题手段；老师更加注重对解题的程序、步骤的教学，而忽视了数学文化的教学，很多教师不能正

确把握数学知识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城乡教师对教学数学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应该明确《教师教学用书》中各个

知识点的数学文化，加强在职教师培训，正确设置高等师范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数学教育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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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01 年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实

验稿 )》（以下简称《标准》）的理念指出：“数学是人类

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其它科学提供了语言思想和方法，

是一切重大技术发展的基础”，“教师应该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

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

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经验活动。”

在总体目标的设置中，也明确指出：”通过义务教育的数

学学习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所必

需的重要数学知识（包括数学事实、数学活动经验）以及

基本的数学文化和必要的应用技能。”这充分体现出数学

文化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就小学数学的数学课堂上数学文化渗透对中小学的教

师和学生进行初步的访问调查，情况很不乐观，特别是民

族地区中小学师生，在此背景下，笔者对黔东南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两江小学校数学课堂渗透“小学数学文化”教学

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旨在寻找存在的问题，为不断深入

的小学数学课程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采用

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法等，结果采用 Excel2003 和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1.2 研究工具以及被试选择

   在研究过程中，数据主要源于四个部分 : (1) 教学质量

监测数据。采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委员会

组织的《2025 年彭水县教学质量检测考试——小学四年级

数学》检测结果。测试卷经过学科专家多轮论证，具有较

高的信度 Cronbach’s 和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样

本覆盖：两江小学四年级 9 个班，报名人数 396 人，实考

人数 386 人（缺考率 2%）。考试采用统一时间和统一问卷

标准，确保数据一致性。（2）访谈调查。对参与检测考试

的四年级学生、小学数学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同时对两

江小学的在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探究教学实践的认知差异。

（3）教材文本分析。系统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数学 ( 五

年级 ) 上册》教材及配套《教师教学用书》，采用内容分析

法梳理课程目标、知识点分布与测评体系的对应关系。

2. 研究程序

研究按照以下流程开展：

1. 工具开发：基于文献综述与专家咨询，确定问卷框架；

通过预测试优化题项，完成信效度检验。

2. 数据采样：

量化数据：依据两江小学四年级学生统考获取学生数

学能力基线数据；

质性数据：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课堂观察记录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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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问题。

2 结果与分析

2.1 问卷测试结果与分析

学生问卷设计

1 你对数学文化是否感兴趣

2 你是否认同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价值

3 在讲解数学概念时教师是否渗入数学文化

4 是否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教学情境

5 教师课堂教学中是否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相关的数学
题目或者任务

6 是否会主动查找数学文化相关的内容进行整合和利用

本次课题研究中共发放问卷 396 份，回收问卷 382 份，

有效问卷 375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4.70%，因此问卷具有

较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调查发现，在 375 份有效问卷中，有 275 名学生

对数学文化非常感兴趣，有 52 名学生对数学教学一般感兴

趣，还有 30 名学生表示对数学文化一般感兴趣，有 18 名

学生表示非常不感兴趣，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数学

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仍然有个别或者极少数学生对数学

文化不感兴趣，因此将数学文化渗透到数学课堂教学中基

本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

表 1 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兴趣

选项 人数 占比

非常感兴趣 285 71.33%

一般感兴趣 52 13.87%

不感兴趣 30 8%

非常不感兴趣 18 4.8%

在 375 份有效问卷中，有 315 名学生非常认可数学文

化的价值，有 40 名学生一般认可数学文化的价值，但是仍

然有 20 名学生表示不认可数学文化的价值，因此在对数学

文化价值认知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部分学生都认可数

学文化的价值，但是仍然有小部分学生对数学文化的价值

认知不到位。

表 2 数学文化价值认可

结果 人数 占比

非常认可 315 84%

一般认可 40 10.67%

不认可 20 5.33%

在讲解数学概念时教师是否会渗入数学文化，有 100

名学生表示教师经常会渗入数学文化，有 32 名学生表示教

师偶尔会渗入数学文化，其余学生表示不会或者很少渗入

数学文化，因此教师在建构数学概念与数学文化之间的联

系方面存在不足。

表 3 数学概念渗入数学文化的情况

结果 人数 占比

数学概念中经常渗入数学文化 100 28.57%

数学概念中偶尔渗入数学文化 32 8.43%

数学概念中不会或者很少渗入数学文化 243 64.8%

是否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数学教学情境，有 58 名学

生表示教师经常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数学教学情境，有

93 名学生表示教师偶尔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教学情境。

其余的学生表示很少或者从不通过数学文化来进行数学教

学情境的设计，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渗透数学文化方面仍然

存在不足。

表 4 通过数学文化设计教学情境情况

结果 人数 占比

经常通过数学文化设计教学情境 58 15.47%

偶尔通过数学文化设计教学情境 93 24.8%

不会或者很少通过数学文化设计教学情境 224 59.73%

教师在教学中是否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数学题目或

者数学任务。通过调查发现有 119 名学生表示教师经常会

通过数学文化设计题目或者数学任务激发学生探究、合作。

有 62 名学生教师偶尔会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数学题目或者

数学任务。其余学生表示老师不会或者很少通过数学文化

来设计数学题目或者数学任务等。

表 5 通过数学文化设计数学题目或者任务

结果 人数 占比

教师经常会通过数学文化设计题目或者任务 119 31.74%

教师偶尔会通过数学文化设计题目或者任务 62 16.53%

教师不会通过数学文化设计题目或者任务 194 51.73%

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汇总发现，大部分小学高年级学

生的问题对数学文化非常感兴趣，认可数学文化的价值，

教师在数学课堂教学设计中逐步具有可以渗透数学文化的意

识，但是在具体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将数学文化与数学

概念、数学情境设计以及数学任务设计建立有效的联系，因

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存在多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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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师的访谈提纲

1 你认为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有哪些作用

2 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在数学课堂中渗透数学文化

3 在数学课堂中渗透数学文化面临哪些挑战？

4 针对数学课堂中渗透数学教学文化提出哪些建议？

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发现，在参与访谈的

5 名小学数学教师中，5 名教师都非常认同数学文化渗透到

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价值。教师 A 认为将数学文化渗透到小

学数学课堂可以激发学生对数学教学的兴趣。教师 B 认为

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中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教

师 C 认为可以促进学生对国内外优秀数学文化的认知，增

强学生人文素养。教师 D 认为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

可以启发学生探究，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的数学学习精神。

教师 E 认为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中，尊重

了学生认知规律，有利于构建学生为主体的数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师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学文化渗入小学高年级的数

学价值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教师 A 表示会通

过讲述故事、营造情境的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教师 B 认

为会通过讲解数学题目或者数学作业的方式来渗透数学文

化。教师 C 表示不会渗透数学文化。教师 D 表示会通过课

堂任务探索的方式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教师 E 表

示会通过多种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因此可以看出在将数

学文化渗透到数学教学中，教师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部分

教师从来不会渗入数学文化，还有教师会通过任务或者情

境等多种方式来设计教学情境。

在将数学文化渗入数学课堂教学中面临哪些方面的挑

战。教师 A 认为教师关于数学文化的素材积累不足，增加

了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难度。教师 B 认为教

学设计缺乏创新，学生的体验、认知不足，学生难以通过

数学文化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影响了教师在数学课堂

教学中深入数学文化的积极性。教师 C 认为在渗透数学文

化时具有功利性，将数学文化与数学解题或者数学作业建

立联系，忽视了数学文化的其他功能。教师 D 认为教师日

常教学时间比较紧张难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查找数学文化相

关内容。教师 E 认为在渗入数学文化时没有与具体的数学

学情、学生的学习习惯结合，弱化了数学文化渗入数学教

学的成果。

针对数学文化渗透到数学课堂教学中提出哪些建议？

教师 A 认为在渗透数学文化时要注重与学生特点、生活结

合，挖掘当地特色的数学文化。教师 B 认为要进一步促进

教师开展交流和合作，促进数学文化渗透到数学教学的创

新。教师 C 认为要促进教师日常不断学习增加数学文化素

材的积累。教师 D 认为要提前对数学文化渗入数学课堂的

情况进行预设，加强教师引导，促进学生围绕数学文化开

展积极探索。教师 E 认为在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

中要注重与新时代教育教学理念的结合。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试卷测试结果以及访谈结果发

现，在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高年级数学课堂中主要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数学文化渗入数学课堂教学存在功利性

学生非常认可数学文化的价值，并且对数学文化非常

感兴趣。但是在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

常会将数学文化与数学解题或者概念的讲解联系到一起，

过于关注学生数学知识的培养，忽视学生思维拓展或者数

学学习兴趣、合作交流能力等其他素养的培养，教学中存

在一定的功利性。

（2）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小学高年级学生虽然对数学展示出较大的兴趣但是教

师在数学课堂融入数学文化时没有与学生的学习特点或者

认知特点有效结合，基于地方特色数学文化资源挖掘不足，

没有提前对数学课堂进行预设，影响了学生在数学文化融

入数学课堂的参与性。

（3）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缺乏创新

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中与新时代任务教学、

情境教学等教学理念的结合不足，教师忽视学生体验，在

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中仍然采取传统灌输式教学

模式，教学设计缺乏创新。

（4）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并没有形成可借鉴的教

学模式

   义务教育数学新课程标准中虽然进一步强化了在数学

教学中渗入数学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小学高年级教师在渗

入数学文化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教师会关注数学

文化与教材内容、教学目标之间的联系，优化教学设计，

而还有部分教师仍然处于尝试阶段，流于形式，并没有通

过数学文化来真正提升数学课堂教学质量，学生数学学习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4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50

成绩、学习兴趣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本次课题研究中对黔东南地区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

学文化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发现与教师综合素养、教学资

源不足等多种因素有关。

（1）教师方面原因

通过调查发现教师在将数学文化渗入数学课堂教学中

面临基本的数学文化素养不足等问题，教师缺乏数学文化

当年的积累，多是以教材为依据。同时受到教师教学设计

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在将数学文化渗入数学课堂中创新不

足，仍然延续传统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模式，难以真正发挥

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的作用。

（2）资源方面原因

通过调查发现在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

中面临资源方面的挑战。黔东南地区受到地理位置影响，

教育教学理念落后，基本的教学资源不足，关于数学文化

的资源更是少之又少，增加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

的挑战。

3 黔东南地区将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策略

3.1 构建特色数学文化资源库

数学课程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课程，还有

大量的概念以及抽象知识，对学生具有一定的难度。[1] 而

数学文化包括数学家故事、数学定理发现的过程等多方面

内容，具有人文性，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充足

的数学文化资源是促进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堂的前提

依据，为了发挥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的作用，首先应该打

造数学文化资源库，在注重教材数学文化资源挖掘的同时

要增强教师开发、建设数学文化的能力，挖掘地方具有特

色的数学文化资源，结合苗族地区的发展历程，剖析打猎、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学文化。要挖掘苗族特色服饰中蕴含

的几何图形的价值，引导学生结合苗族传统民族服饰来了

解几何图形的特点，挖掘苗族剪纸等民间手工艺的艺术和

美学价值，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学文化资源库，激发学

生对数学文化的兴趣。

3.2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

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和沉

浸感。[2] 深入挖掘数学文化的价值，深入挖掘数学文化产生

的背景、数学文化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数学文化的演

变和发展历程，促进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印象，通过数学文

化来了解数学知识的应用场景，数学文化中蕴含的数学思

维等，增强学生在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的参与性。

3.3 推动与新课改理念的结合

新课程标准中进一步强化了情境教学大单元教学以及

任务驱动教学等教学理的重要性。[3] 在将数学文化融入数

学教学时要凸显新课程理念的要求，构建以素养为导向的

数学教学模式，通过数学文化来营造良好的数学教学情境、

设计驱动任务或者探究问题，通过数学文化来设计探究性

数学题目加强对学生评估引导，提升数学文化融入小学高

年级数学教学质量，增强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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