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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在中学数学教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渗透，究其原因有多

种。首先是应试教育根本上还没有向素质教育转变，学校教育

侧重于为升学率服务，弱化了教育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热

爱生活、热爱自然的能力和情感。科任教师的教学成绩压力很

大，没有时间去发掘学科的思想品德教育的功能，死死盯住每

一次月考成绩的波动幅度。其次，“教育为本，德育为先”的

认识不够深刻。数学学科自身结构复杂，教学、解题要花很多

时间，每天的备、授、批、培、补等工作填满了教师所有的

工作板块，就连有时家里发生了问题，也不能及时处理。“德

育为先”的理念没有很好落实，学校德育工作寄希望于德育主

任，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体现不明显。

1  中学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内容

1.1 展示中华数学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 14 世纪以

前，我国一直是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国家，曾经出现过许多杰

出的数学家，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古代如：刘徽，中国古

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

岛算经》是中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祖冲之，中国南北朝时期杰

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用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自然科学，在刘

徽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把“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3.1415926

和3.1415927之间），到了16世纪，阿拉伯的数学家阿尔·卡西才

打破这个记录。杨辉，南宋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著作《杨

辉算数》在朝鲜、日本等国均有译本出版，流传世界。……现代

如：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新中国数学事业发

展主要的奠基人。他在解析数论、偏微积分、高维数值积分等方

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景润，数论学家，哥德巴赫猜想专家，离

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即“1+1”问题最近的人，他证明了“1+2”。……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的数学事业发展都是辉

煌的，为世界科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数学这门学科中包涵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在数学教学中有意

识地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如简单的“点—线—面”教学，就是渗透“量变与质变”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最佳时机。先让学生认识“线”是由多个点按

一定的顺序组合而成，当我们把每条线平行连画在一起，就构成

了一个“面”。无论是“线”或“面”都是无限延伸的，我们看到

的某一条线、某一个面只是代表事物某一时刻的表象。引导学生

认识：当某种事物积累到一定量时，就会变成另一样事物；我们

的学习也是如此，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于每天的坚持学习；看

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部分，而要全面考察，我们的认知水平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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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提高。又如数轴上的正负数“对立统一”原理，教育教会学

生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分析解决问题。

2  中学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方法

2.1 充分利用教材，挖掘德育素材

第一，利用教材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或现代数学的光辉历

史、杰出成就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立志努力学习数学知识，在以后能更好为祖国做贡

献。第二，用中外数学家求学的事迹和成果来激发学生的热

情，树立远大的理想。许多数学家的求学经历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如陈景润一生的执着精神、华罗庚的自学成才事迹、阿

基米德因醉心数学而被乱兵所杀等等，说明坚持数学的学习是伟

大的，但过程是艰辛的，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学生听到这些

事迹后，会受到感染，意志会变得更加坚定，热爱数学和追求

真理的良好品质会逐渐养成。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如“事物得失”辩证主义：拥有

一样东西，记作“1 ”，失去一样东西，记作“2 ”。就是

说，我们拥有的只是失去的一半。具体讲：一块钱当你拥有时

就是1块，当你丢掉时就是2块，因为你要再次拥有1块时才能说

明你有了1块钱。这与学习上珍惜时间是一样的道理，浪费10分

钟，弥补要用10分钟，没有浪费的人实际已经学习了20分钟。把

辩证唯物主义知识应用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认识事物的能力。

2.2教师在教学中体现人格魅力，言传身教

数学教师在教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如教师的语言表

达技巧、板书设计的严谨、美丽的粉笔字，仪容仪表散发的正气、

应用肢体语言的恰到好处等。这些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学

效果，当学生欣赏数学老师，就会对数学有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教

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学生，随之交流就会融洽，师生关系良好。教

师言行要一致，坚持做到实事求是，公平民主，不拘小节，心胸

坦荡，向学生传递一种“大家风范”的气度，引导学生相信科学，

用知识武装头脑，用知识改变命运。激励学生勇敢面对数学上的

困难，攀登数学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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