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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既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又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现代数学的一些分支学科、

数学思想、数学概念、课程教学等角度探讨数学与人类生活之间的一些联系，进而使读者对此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与认识，

同时也希望对我们的教学予以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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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不但为现代科学的许多
领域，如物理学、生物、经济、工程技术、天文学、军事、医学等提
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而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许多人看来，数学不但是一门很难学的科目，而且枯燥乏味，
在提到数学时想到的总是繁琐的运算和抽象的推理。也有许多人认
为数学只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在生活中没什么用处。其实不然！
现在的数学，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认知的范围，并涉及到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体现的是对自然界的探索与改造，而数学
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与数学都有着密切的联
系，而且数学本身也体现了对自然界的探索。数学中的许多问题、
概念甚至数学的许多分支，它们都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或者与之密切
相关。反之，数学也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
正因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对其一一尽
述，这样不但麻烦，也似乎不太可行。因此本文我们仅从几个较为
熟悉的方面对该问题作一探讨，以与大家交流。

1、微积分与生活

实际上，许多的数学分支都是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有
的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归纳总结而来，有的是由于生产实践活动
的推动进而发展起来的。微积分的诞生也是如此，它与人类社会的
许多实践活动如天文观测、军事、物理研究等密切相关。

人们对自然现象 ( 如太阳东升西落、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等 )
的好奇与探索最终推动了天文学的诞生。在 16-17 世纪，天文学成
为科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当时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地
心说”与“日心说”到底哪个正确 [1-2]。许多科学家对此展开了研
究与探讨，甚至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布鲁诺
等。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是
地心说的拥护者，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约翰内斯·开普勒 (1571 － 1630) 则是日心说的支持者和验证者。
开普勒在第谷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上，以“日心说”为假设，经过
大量的数据推理和计算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 [3-4]。其中的开
普勒第二定律是说，在相等时间内，太阳和运动着的行星的连线扫
过的面积都是相等的。要计算行星扫过的面积，用以前的数学知识
已经很难准确地解决，这就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
现在所熟知的微积分。另外，行星运动时近日点与远日点的确定，
需要用到函数极值，这也是微积分理论的研究内容之一。从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天文研究的需求是微积分得以创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天文学的发展，也间接促进了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发展。出于天
文研究的需要，望远镜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望远镜镜片的制造，
则需要考虑光线入射的角度，从而涉及到法线、切线等相关的计算。
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现在微分几何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军事斗争的需求是促成微积分诞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诺贝尔
发明了炸药，虽然他很不情愿，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应用到战争中来，进而制造
出了大炮、导弹、鱼雷等武器。而在制造这些武器时，为了尽可能
打的更远一些，需要研究炮筒等与地面夹角的变化对射程的影响。
从数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求最值的问题。这样一类问题的解
决，实际上也涉及到微积分的知识 ( 导数理论及应用 )。

微积分理论创建之后，它又广泛应用于天文观测、力学、经济
学、工程技术、航空航天等诸多高科技领域，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得
到了飞速的提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正如冯诺依曼对其的评价：
“微积分是现代数学的第一个成就，而且怎么评价它的重要性都不
为过。”

2、微分几何与生活

在微分几何的发展史中，高斯是一个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创始
人。他的著作《关于曲面的一般研究》奠定了内蕴微分几何的基础。
而这部著作的出现，则与高斯的一项工作密切相关。1818 年，高
斯开始主持一项大地测量工作。这项工作的内容，一方面是测量，
另一方面还需对测得的数据进行计算与分析进而绘制出所需的地
图。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5]，诸如如何将三维的地球表面“保
持形状地”映射到二维的平面地图上 ( 即我们现在所知的保形映射 )、
大地椭球面到平面和球面的映射 ( 即微分几何中的保角映射 )、大
地测量中的测地坐标导致的各种测地坐标系等，给了高斯很大的启
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最终促成了这部微分几何中最重要的基本文
献的完成以及曲面内蕴微分几何的诞生。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
感受到曲面内蕴微分几何的诞生与高斯大地测量活动之间的关系。

现在，微分几何及其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人类社会生
产实践的许多领域，尤其是科学与技术领域，如非线性系统的研究 [6]、
工程技术 [7]、机械设计 [8]、航空航天 [9、10] 等。

3、数学思想与生活

数学中也蕴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如转化的思想、数形结合的
思想、归纳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数学中的许多问
题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同样，对于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
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带来很大的方便。如
转化的思想，它在数学中其实相当的普遍。利用它我们可以把问题
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外的形式，使困难的、不易于处理的问题变得
简单、可行。如定积分计算中的换元法 [11]，它是利用变量代换等
方法把不常见的或不易于计算的定积分转化为一些我们熟悉的、较
易于处理的定积分，从而起到一种化难为易的效果。

有些数学分支或课程，也蕴含着转化的思想，如解析几何。解
析几何的思想，是通过建立坐标系，在点与有序的数组之间建立起
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而把图形的几何问题转化为其方程的代数问题，
利用代数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解决。一般来说，几何的问题比较抽象，
不易于处理，而代数的问题则更便于运算，易于处理。这样，就可
以起到一种化难为易的效果。

这样的思想，其实也可以应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来，并起到
积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如转化的思想，它本质上是把我们不熟悉
的、不易于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我们熟悉的、利用已有方法可以处理
或易于处理的问题。在生活中，我们则可以利用它把一些消极的事
情转化为积极的事情，把负面影响转化为行动的动力。比如，学生
违纪了或是学习不用功，出现懈怠情绪，作为老师我们可能会对其
批评或做出一定的警示、惩戒等。当然，惩戒方式的选取也是有讲
究的，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步，而不能是体罚或是经济上的罚
款等行为。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给学生适当布置一些习题、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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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方面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所犯的错误并改正，
另一方面也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重新温习一遍，加深了理解。或者，
我们也可以先给学生定一个目标，比如参加竞赛并获得一定的奖项；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等等。如果学生能做到这些，
也可以不进行其它形式的处罚了。但有时，学生会因为认识不足而
感到委屈，以为处罚就是老师对他们不好，要为难他们。这时我们
就要对其进行疏导，让他们能正确看待这样的事情。批评是为了让
他们更好地认识到错误并及时改正，以免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再
犯。而一些必要的措施不但可以让他们加深对问题的认识，而且可
以当作是对其的考验、一次进步的机会。如果能让学生认识到这一
点，并进而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劲头，最终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这样学生的错误和老师的教导、惩戒就变成了学生进步的催化剂，
坏事变成了好事。

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是失败时，也不要气馁。每一次失
败，都是经验的积累，是一次学习、试错的过程。它不一定使我们
直接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却能让我们看到不足，发现问题，排除掉
不正确的选项等等。这样，可以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爱迪生发
明电灯失败了一千多次，但他其实并未把我们认为的失败当成是失
败，因为每一次所谓的失败都让他有所收获。一次次的失败让他排
除了一个个的可能性，最终，他找到了那个正确的、合适的答案。
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爱迪生那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还可以
看到他化不利因素为前进动力的积极思想。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会让我们受益良多。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失败看作是对自己的
打击、挫折，而要把它看作成功路上的阶梯。这样，思想的转变终
将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里面其实也蕴含
着相互转化的思想。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如此，毕竟事物总是具有
多面性的。

4、数学概念的起源与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小发现通常可带给我们灵感与启迪，从而得到科
学上的重大发现或发明。一个典型例子是牛顿通过观察苹果落地发
现万有引力定律。而根据该定律，牛顿得出了许多行星的运动规律，
解释了月球运动中的二均差、出差等现象以及彗星的运动轨道和地
球上的潮汐现象，并且成功地预言并发现了海王星。在数学中，也
有类似的故事。笛卡尔受到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坐标系，进而创建
解析几何即为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笛卡尔是法国 17 世纪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上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创建了解析几何，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
而作为解析几何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坐标系的诞生其实也来源于
他对生活中一件小事情的观察与思考 [12]。一天，笛卡尔在床上躺
着休息时，看到屋顶角上的一只蜘蛛正在拉网，于是想到了正在思
考的问题，即如何把几何图形的点与满足方程的一组数联系起来。
他把蜘蛛看作一个点，这个点可以上下左右运动，而蜘蛛的每一个

位置可以用一组数来确定。实际上，他发现屋子里相邻的两面墙和
地面交出了三条线，因此把墙角作为起点，把交出来的三条线作为
三根数轴，从而空间中的每一点和三根数轴上有顺序的三个数之间
就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笛卡尔发明了平面
和空间直角坐标系，进而创建了解析几何。

小小的蜘蛛网，促成了数学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这不禁令人
感慨！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观
察得出事物的特性，进而创建出新的数学工具甚至是数学分支学科
的奇妙。而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则可以使我们的思路更开阔，从
而取得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5、在教学中融入生活元素

在我们小时候，刚接触数和数的运算时，这些概念都是比较抽
象的，而老师则是从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入手，一步步带我们走进数
学这座伟大的殿堂。1+1=2，但为什么等于 2 ？刚入学的毛孩子会
这么想。于是，老师会给我们演示，一根筷子加一根筷子，是几根
筷子？有一只小鸡，又来了一只小鸡，一共有几只小鸡？这些，我
们都知道，或者可以通过数数得出来。类似地还有，一只粉笔加一
只粉笔，是几只粉笔等等。慢慢地，我们就明白了 1+1=2 的含义，
明白了数的加减法是怎么回事。再往后，又会引入分数、负数等等。
为什么要引入分数呢？因为要用到。比如，把一个西瓜均匀地分成
4 份，那每一份在整个西瓜中占的比重是多少呢？类似的还有很多，
如两只小鸡的重量相同，还有一个 2 斤重的鹅，三只家禽的总重量
为 5 斤，那一只小鸡的重量为多少？像这样的问题，用前面学过的
自然数已经不能准确描述，需要引入新的数，从而就有了分数的概
念。如果一个城市位于海平面以上 100 米，我们会说它的海拔为
100 米。那如果一块陆地位于海平面以下 100 米，那它的海拔是多
少呢？或者说如何表述呢？类似地，如果气温在零上 10 摄氏度我
们可以用 10 来表示，那如果在零下 10 摄氏度呢，该如何表示呢？
像这样的问题，用自然数和分数或者小数等都不能准确表示了。于
是，就有了负数。这样，随着问题的需要，一步步引出了各种形式
的数，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实数体系及复数体系。在教学的过程中，
如果不与生活中的问题相结合，而只是单纯的去讲各种数字及运算，
那对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

高等数学里面的许多概念，也是从生产实践中归纳总结出来或
者与某些实际问题密切相关的，如极限 ( 圆的面积 )、连续性 ( 温
度的变化 )、导数 ( 运动物体的即时速度、曲线的曲率等 )、积分 ( 变
速直线运动的路程、行星扫过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等 )、多元函
数 ( 商品的价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曲线积分 ( 曲线型构件
的质量、变力沿曲线做功问题、转动惯量 ) 等。在讲解时，要注重
理论与相应实际问题的结合，这样才可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进
而顺利、愉快地接受。在 [13],[14] 中，我们也讨论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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