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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以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公式的教学设计为例

彭粤倩　夏　倩　何江权　郑佳欣　冯　莉

重庆三峡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中国·重庆　万州　404100

【摘　要】《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要将数学文化融入到课程内容中，地域文化作

为一种载体,但是在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导致教学素材选择不当,学生难以理解等问题。本文通过“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公

式”的教学设计,探索地域文化如何融入高中数学教学,切切实实地将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学科资源,让学生能用数学的眼

光看待数学、用数学的思维思考数学,用数学的方式表达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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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明确提出“有机融入数学文化素材”“每章设置数学文化

专题栏目”“主动关联数学文化背景”等内容,对数学文化

渗透做了具体的要求提出,说明了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

学文化的重要性。从学生的认知发展出发,将学生所熟悉的

地域作为课堂素材,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概念的本质理

解,还能通过解决真实的问题,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从情感态度来看,通过地域文化的融入,增强学生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认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社会发展方面,开

发体现地域特色的课程资源,让学生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

理解家乡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本文通

过“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公式”的教学设计,探索如何在高

中数学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

2　教学设计

2.1教学素材选取

本文选取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作为地域文化素材融入数

学课堂。梯田教学资源中包含了典型数据的采集、文化符

号的提取等。龙脊梯田核心区垂直落差860米，最大坡度

在50°，平安寨梯田有1100余块田，层级高差0.8-1.5米，

将这些数据融入等差数列的教学中，不仅加深学生对自己

所生活这片地域的文化认同，还能帮助学生理解等差数列

的核心概念。壮族民间流传“十三寨，寨寨通天梯”的谚

语，其中暗含了梯田层级与村寨分布的规律性有关；壮族

农谚中“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梯田耕作按照“整

田-播种-管护-收割”四阶段循环，每阶段呈现固定比例，

这也暗含了等差数列的应用。

2.2教学过程设计

2.2.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问题1 等差数列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

生活的这片土地，龙脊梯田春耕情景非常之壮观，同学们

一起来领略一下。通过观看龙脊梯田春耕的视频，同学们

注意观察梯田的层级结构，每一层高度变化有什么规律？

如果用数学知识来解释，这可能是什么数列？

师 生 活 动 小 组 讨 论 ， 观 察 梯 田 层 级 高 差 ， 教

师提醒学生通过无人机航拍到1 - 5层的数据显示：

学生使用AR平板扫描梯田

模型，生成层级数据表。

追问 这些数据构成等差数列吗？公差是多少？若预测

第6层，高度应为多少？

师生活动 学生发现梯田的层级高度差都为 ，判断

出这些数据能够构成一个等差数列，通过等差数列通项公

式 ，就预测到第6层高为 .

设计意图 通过龙脊梯田的实景，让学生观察梯田高度

差的规律，将抽象的数列具象化，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思

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并通过运用AR技术实现由“实物-数

据”的转化，为公式推导提供真实背景。

2.2.2公式探索,整体认知

问题2 教师提供农户数据表：10级梯田产量分别为

， ， ， .教师提问请同学们帮农户算

一算10级梯田的总产量，老师只想到了逐项相加计算总产

量，但是计算起来过于繁琐，同学们能否找到更高效的    

方法？

师生活动 学生小组讨论，分别尝试不同的解答方法，

如配对相加、图形化建模等方法。

问题3 教师展示高斯求和故事，引导学生通过高斯求

和的方法类比梯田，并提问若将梯田倒序排列，与正序梯

田‘拼合’，能否转化为矩形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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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 学生用纸板模型模拟梯田拼合，发现了将两

个梯田拼合在一起转化为了矩形，由此发现倒序相加的规

律。教师通过动态几何画板：

学生在教师推导的过程中提出质疑“若梯田第5层被冲

毁，公式还适用吗？”，教师延伸出“分段求和法”，即

 的计算方法。

设计意图 学生通过实物拼合，具象化等差数列前n项

和公式的推导过程，加深学生对倒序相加法几何意义的理

解。在这过程中，引导学生质疑公式的通用性，是否所有

情况都可运用该公式，设计“数据缺损”情境，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

2.2.3公式应用

例1 已知数列 是等差数列.

（1）若 ， ，求 ;

（2）若 ， ， ，求 .

例2 龙脊平安寨共有12级梯田，平安寨所有村民靠这些

梯田生活，为了计算这些梯田的总产量，第一级梯田的产

量为 ，梯田每向上一级产量减少 ，试问这12级梯

田的总产量为多少呢？

例3 请为壮族游客设计观光步道，总高差为72米，步

高15厘米，阶梯数要为“9”的倍数，“9”为壮族吉祥数

字，该如何设计呢？若要求阶梯数同时为9和7的倍数，如

何解决？

设计意图 首先设计一个运用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的例

题，让学生熟练运用公式解决数学问题，然后通过设计龙

脊平安寨的现实问题建模，由阶梯问题融合数学计算与文

化约束，最后通过多目标优化问题，让学生能够理解数学

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灵活性。

3　教学反思

3.1注意文化素材的真实性与数学的适配性

教师在将地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课堂的教学中，要注

意文化素材的真实性与数学的适配性。如实际梯田存在非

等差层级，教学中强行简化为理想模型，导致部分学生质

疑“数学是否在篡改真实”；壮族农谚中“九层梯田九重

天”的“九”为概数，与数学数据准确性相矛盾。

为了尽量避免这类问题，教师应该增加“模型假设”环

节，将理想状态下的梯田所蕴含的等差数列与实际生活梯

田梯度数据进行对比，让学生理解两者的差别，要预设学

生的课堂行为，备好真实数据和将其数学抽象出来的数学

模型的数据。

3.2关注学生文化熟悉度的差异

教师要考虑学生对文化熟悉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

现为城乡学生之间，乡镇学生能够结合生活经验快速理解

梯田结构，但容易受到自己之前所获得经验的限制，而城

镇学生由于未见过，所以缺乏直观认知，但是思维方式上

更开放，能通过所学习的软件模拟梯田数列。

针对上述问题，当地学校间可以合作，共同开发虚拟梯

田数据库，包含不同地域类型的梯田，帮助不同学生都能

够理解梯田中蕴含的等差数列相关知识，打破乡镇学生的

认知，同时也能帮助城镇学生构建直观认知，促进他们对

梯田蕴含的等差数学的理解。

3.3加强教师自身专业成长

在实践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若自身都不了解教学

相关素材，就会误导学生，让学生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

教师应加强自身专业成长。

教师可以通过跨学科知识和加强教学资源的转化能力

来加强自身专业成长。在新课标的指引下，在课余时间不

断储备跨学科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跨学科的融合，加

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在课堂中，教师应关注并记录

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将这些表现

和问题转化为自身教学的资源库，优化自己同一堂课的教

学，形成自己的教学资源库。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将广西龙脊梯田这一地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等

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的教学中，构建地域文化融入数学课堂

的实践范式，展示了文化传承与数学学科教学并非此消彼

长，而是可协同共生的关系。地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课堂

需要更多的教师去探索与尝试，本文针对融入过程中产生

的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让数学课堂既散发公式的

逻辑之美，亦流淌文化的血脉之韵。未来，随着时代的发

展与文化研究的深入，数学教育将突破“工具理性”的单

一维度，成为激活民族智慧、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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