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9  3 卷 9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71 •

【摘    要】

【关键词】
DOI: 10.18686/jyfzyj.v3i9.54142

论道家文化对数学文化教育的启示
李聪睿

( 湛江开放大学  广东湛江  524003)

1、道家文化的教育理念

在我国几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大行其道，其
教育理念众所周知，而道家文化往往不被重视，尽管其教育理
念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却不为我们熟知，因而被忽视。

“但如果我们走出中国文化，把视野放大，从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文化的范围来看的话，道家的影响恐怕比儒家要大。
在所有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典籍中，老子《道德经》的版本数
量恐怕是最多的，比《论语》多。”[1]

老子、庄子是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道德经》《庄子》
是道家文化的代表作。

在我国历史上，老子的《道德经》是最早把水上升到哲学
的高度，以哲学的视角，通过以水或与水有关的意象来阐发“道”
的奥妙。《道德经》中的水不是现实意义中的水，而是抽象成
了“道”的物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创立的道家文
化是一种“水性”文化，因而他主张的教育理念可以理解为是“柔
性”教育理念，强调润物细无声。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2] 类似这样的想象、联想、放飞，在《庄子》
中俯拾皆是。

因而，我们说，庄子倡导弘扬的道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种“自由”文化，因而他主张的教育理念，可以理解为是“放
飞”的教育理念，强调梦想创新。

2、道家文化对数学文化教育的启示

我们知道，数学是一种文化，因而数学教育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是一种数学文化教育。在这里，从道家文化的角度审视，
道家文化启示我们，数学文化教育要努力抓好数学文化的“遵
道”“无为”“境界”“求真”教育。

2.1  数学文化教育的“遵道”
数学文化的“遵道”教育，指的是数学文化教育要遵循自

然性规律。
“道”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

的最高范畴和核心观念。老子的道家文化是以“道”为核心的
文化，基于此核心，他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3]，也就是说，老子的道家文化非常强调自然和谐
的关系，因此老子的道家文化比较包容、比较和谐。

但相对于老子的道家文化，一直以来，我国的数学文化教
育比较缺少包容、和谐，一方面是缺少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的
相互包容、自然和谐，另一方面是缺少数学文化与其它文化的
相互包容、自然和谐。

从小学到大学，所谓的数学，严格来说是教育数学，而不
是科学数学，但长期以来 , 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 , 太过于强调
其形式化，其价值总体偏向逻辑推理，忽略了文化性，因而，
我们应该承认，数学文化在实际的数学教育中，还未能全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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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走进课堂。
张奠宙、梁绍君、金家梁早些年就指出：“今天为什么又

重提数学文化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学本身存在着脱离一般
文化的孤立主义倾向。”[4] 因此，他们认为：“数学文化的研究，
不能只说数学的重要性 , 强调数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此同
时 , 还应观察数学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 借助社会文明阐述数
学的文化含义。这有助于人们贴近数学。”[5]

所以，数学文化教育要遵循自然性规律，第一，要让五彩
斑斓的数学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数学课堂，使得学生在学习数
学的过程中能自然而然地接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 , 从内心真正
体味到数学文化独特的文化魅力；第二，要开拓数学文化教育
的新视野，把数学文化教育放大到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
下进行，以体现老子的“水性”文化观、庄子的“自由”文化观。

2.2  数学文化教育的“无为”
数学文化的“无为”教育，指的是数学文化教育是一种润

物细无声的渗透性教育。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6] 但“无为”并非指什么事都不去想、

不去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数学文
化教育不能刻意而为，只是搞搞形式、走走场子，但又不能不为，
要有所作为，要真正融入数学课堂教学中。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7]

老子的水哲学，认为水具有“顺遂”“不争”“处下”的高尚品格。
数学文化教育既要“顺遂”，也即上面所说的“遵道”教育，

又要“不争”“处下”。
所谓“不争”，就是说，我们对是否要进行数学文化教育

不要再做无谓的争论，要义无反顾、脚踏实地地开展数学文化
教育，因为，目前数学教育界对进行数学文化教育已基本形成
共识，不少老师已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但道家文化也讲有所为，只是比儒家多了个有所不为，认
为有时“有争”也是为了“不争”，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
数学文化教育，我们还是要“有争”的，要通过“有争”，迸
发出新的灵感，激荡出更多伟大的创造。这些年关于数学文化
教育的论述，林林总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一个好现象。

所谓“处下”，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数学文化教育不是数学
教育的“主流”，只是数学教育的“支流”，不能强迫每位数
学教师每堂数学课都要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8]“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8] 老子的水哲学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哲学。道家文
化的“处下”，强调的是一种“迂回”“水滴石穿”。所以说，
数学文化教育要学会“迂回”，要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同时
不能因为数学文化教育是“支流”，因而变得可有可无、无关
紧要，甚至彻底放弃，而是要发扬“水滴石穿”的韧性，永远
坚持、久久为功。

2.3  数学文化教育的“境界”
数学文化教育的“境界”，指的是数学文化的“境界”教育，

也即数学文化教育要具有的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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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是讲境界的。道家讲究和合、追求超然，要求心
怀大道、洞明天地，洒脱淡然、冷眼看破。概括地说，道家的
最高境界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想得开”。基于道家文化，我们
认为，数学文化教育应具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以知识教育为基础。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
但没有知识就根本谈不上有文化的修为。数学文化教育要以数
学知识教育为基础，要把数学知识扎扎实实学好，夯实文化基
础，也就是数学文化教育要渗透在数学课堂的知识教学过程中，
既渗透在数学的基础知识教学过程中，还渗透在数学思想、数
学方法的教学过程中。

第二重境界：以生活教育为域场。文化源于生活，数学文
化也如此。数学文化教育仅仅局限在数学知识这个层面是不够
的。这些年，我们都强调，要紧密联系日常生活进行数学教学。
同样，数学文化教育也要紧密联系生活，以生活教育为域场。

第三重境界：以社会教育为至境。文化具有育人的功能，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 , 而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 没有人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9] 所以，数学文
化教育要融入到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以达到育人的终极目
标、至境，即“想得开”，达到天人合一。这种境界，正是道
家文化的最高境界，也即“无为”。

2.4  数学文化教育的“真情”
道家“自然”的观念落实到情感上就是“真情”说。《道德经》

中“真”出现三次，它们是“其精甚真”“质真若渝”“其德乃真”。
数学文化教育的“真情”，指的是数学文化的真实性教育，

也即数学文化教育要追求真实、真情。
数学文化教育“其精甚真”。数学文化教育传授的数学基

础知识基本都是纯粹的数学知识。纯粹数学知识研究的是数学
本身的内部规律，而规律性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数学思想、
数学方法也是以真为前提 , 以真为基础；数学的乐趣某种程度
上在于严谨的推理过程，“一是一，二是二，条理分明是数学
最大的魅力。”[10] 有时一步一步的推导可能会得出令人意外的
结论，这种意外也是“真实”的表现。

数学文化教育“质真若渝”。数学精神是一种非常理性的
精神，对于完善学生的精神品格有着长远的意义。通过数学文
化教育培养学生的数学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理想、
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懈探索的品质和公正严明的精神。

数学文化教育“其德乃真”。道家“自然”的观念落实到
情感上就是真情。[11] 我们知道，最佳的教学效果需要情感的参

与，同样，数学文化教育要以情动人、立德树人，只有教师在
数学文化教育过程中融入了真情实感，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只有真情实感的数学文化教育课堂，才是充满
生命活力的数学文化教育课堂，才能使学生真正体味到数学文
化教育的快乐。

这就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什么是教学的真情实感，
简单地说，就是要有一颗素心，也即朴素自然之心。

“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12] 道家崇尚无言之美，老
子提倡“大音希声”“大辩若讷”。所谓朴素自然，也就是正
如老子所说 :“道常无名 , 朴。”[13] 意思是说，“道”永远是
无名的，处于真朴的状态。

3、结语和思考

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来深刻影响着我们的
思想、社会和生活，也深刻影响着中华“道”文化的传播。

数学文化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具
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观，讲道义、讲哲理、讲发展。老
子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14] 意思是说，
如果事物发展壮大了就走向衰落 , 这就说明它是不符合于自然
规律，不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就会很快衰亡。数学文化有着悠
久的历史，数学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人时代，
比道家文化兴起的春秋时期还早得多，但数学文化因为符合于
“道”，所以永远没有停止发展壮大的脚步。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数学文化教育，都是囿于数学教育的
圈子，就数学文化研究数学文化，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所以，研究道家文化对数学文化教育的启示，既有弘扬传
统文化的传承意义，又有推动数学文化教育积极发展和中职学
校数学“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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