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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融入小学课堂的实践
——以“小数的初步认识”为例

罗文瑾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校，江苏 苏州 215151）

摘要：基于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关系的实践认识，梳理历史进程中小数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以数学史与课堂教学融合并进的方式，

让学生在初步接触小数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感知小数的含义，并体会小数的符号表示法。

关键词：数学史；小学数学；小数

我国学术界从 21 世纪初开始关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关系

（HPM），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也提到学校应

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寻找合适的学习素材，如数学史等。具备专

业素养的教师，对数学史、数学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必备的；对

于学生而言，课堂上融入数学史不仅能提高学习兴趣、开阔视野，

而且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拓展已有的认识，理解知识本身的抽象

性。由此看来，数学史融入小学数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将以苏教版三年级下册小数的初步认识为例，拓展教材中“你知

道吗”数学知识卡片来谈谈如何将历史融入数学课堂，让历史来

回答学生课堂上的问题。

一、史料梳理——小数的诞生与发展

小数，又称为十进小数，其本质是以10的乘幂为分母的分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对数及计算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正

整数和分数已无法满足需要，小数就随之诞生了。基于十进制计数，

3 世纪，我国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在处理开平方根

的问题中提出“微数”，即整数以下小数部分的统称。南朝刘宋

科学家何承天用附在整数位后面的小字来表明小数，是最早的小

数表示法。1584年，荷兰工程师斯台文建立了十进小数的系统体系，

由此，十进小数在西方得到广泛普及和使用，虽此时小数部分不

出现分数的形式，但小数的表达仍然复杂。直到 1593 年，德国的

克拉维乌斯首先用小黑点代替空心小圆圈，用来分开整数部分和

小数部分，从此确定了现代小数的记法。

小数的诞生是必然的，仔细浏览数学史的发展会发现小数是

时间的自然产物。本节课将在教学中穿插小数发展的相关史料，

从而在课堂教学中除实现必须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外，还能结合历

史中小数的发展进程和生活中的具体情境使学生简单体会小数的

含义、了解小数点的由来，理解小数的现实意义，感受数学学习

的乐趣，并增强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设计与实践

（一）新课导入：数学从生活中来，和小数的初次接触

创设商店购物情境：

图 1

要求：请你将这些数分分类。

结合学生的分类，指出：刚刚同学们把 15、26、3 分为一类，

把 12.5、2.3、4.3 分为一类。前面三个是我们已经学习过的数，而

后面三个数你们认识吗？

学生交流，板书课题：小数的初步认识。

【设计意图：创设此情境的目的是建立抽象概念与具体实际

结合的桥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在学习本课之前已经从超

市的货架、加油站油量的显示器、商场的折扣海报等多个生活场

景中意识到了除了整数以外，还有其他的数。此时通过一道简单

例题的分类整理，再次让学生增加对小数的初印象，让学生初步

知道、感受小数。】

（二）新知讲解：认识小数

1. 认识整数部分是 0 的小数。

（1）出示教材例 1 情境图。

提问：两位同学在做什么？你从图中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两位同学在对桌面的长和宽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是多少？

（长 5 分米，宽 4 分米）

追问：换成用米做单位，5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可以怎样写？

4 分米呢？

引导学生说出：5 分米是
5
10

米，4 分米是
4
10

米。

介绍：
5
10

米还可以写成 0.5 米（板书示范 0.5 写法）

提问：为什么老师在书写的时候要先写 0 ？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思考中体会，米是不足 1 米的，从而

体会到 0.5 米也不足 1 米的，通过建立分数与小数之间的联系，

让学生接受小数的现实意义。】

提问：你们会读这个小数吗？自己试着读读看，0.5 读作零点

五。

举一反三：
4
10

米可以写成怎样的小数？ 0.4 读作零点四。

齐读：零点五、零点四。

完整的板书：

5 分米　510 米 0.5 米读作：零点五米

4 分米　410 米 0.4 米读作：零点四米

（2）“想想做做”第 1 题。

引导学生理解题意，再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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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横着、竖着观察比较有什么发现？

明确：十分之几分米可以写成零点几分米，反过来零点几分

米可以写成十几分之几米。

2. 认识整数部分不是 0 的小数。（教学例 2）

出示情境图。

提问：我们是否可以将几元几角写成以元作单位的数？

1 元 2 角，想一想，2 角是多少元？ 2 角是元，还可以写成 0.2

元，那么 1 元 2 角是多少元？ 3 元 5 角呢？（板书）

完整的板书：

1 元 2 角 1.2 元读作：一点二元

3 元 5 角 3.5 元读作：三点五元

【设计意图：两道例题的讲解，使得学生初步体会小数。从“表

面”层面体会分数与小数的联系和不同之处，为之后学习小数的

意义打好基础。】

（三）用历史答疑解惑——认识整数、自然数、小数及小数

各部分名称。

提问：我们已经系统性的学习了小数，现在还有人对此存在

疑问吗？

生 1: 我们已经学习了许多数了，但为什么还要学习小数呢？

生 2: 老师，老师，分数和小数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它们之间

是否可以相互转化呢？

生3:老师，我们在读数时应该怎么对其各个部分进行命名呢？

谈话：同学们先别着急，你们的这些问题，历史都会一一的

回答你们。

师：我们知道表示物体个数的 1、2、3……是自然数，0 也是

自然数，它们都是整数。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

整数无法对某些特殊的物体进行计数。在此背景下，分数就诞生了。

而人们为了更好地使用分数，将十进分数改成不带分母的形式，

小数也就在此过程中出现了。

生：原来如此，没想到分数和小数之间有这么奇妙的联系。

出示教材“你知道吗”知识卡片。

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国古代数学家

刘徽在 3 世纪就已经使用小数了。

图 2

师：像 0.5、0.4、0.03、1.2、3.5、100.01、42.001 这样的数都

叫小数。

问题 4: 人们是怎么想到中间用一个黑色的小圆点将整数部分

和小数部分隔开的呢？

师：其实小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长成这个样子的。数

学家们用过很多种不同的方法表示过小数。

出示教材“你知道吗”知识卡片。

图 3

随着时间的迁移，直到 1593 年，德国的克拉维乌斯用小黑点

来分开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才确定了现代这样简单又贴切的小

数的符号表示法。

师：比一比小数符号表示法的演化过程中，哪种符号表示法

最简单呀？

生：还是小数点最简单、最好写，这样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又清晰又直观就能看出来了。

情感升华：虽然人类很早就掌握了小数，但是寻找简单的小

数的符号的表示法却费了许多心思。看来简单数学符号的背后凝

结了许多数学家们的智慧。

【设计意图】充分考虑到三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这里不多

探讨小数与十进分数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把目光聚集在数学史中

小数的符号表示方法上来。这一部分的教学主要是情感的升华与

视野的开拓，让孩子们明白数学学习不仅仅只是题目和练习，而

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感受数学学习的魅力，

同时渗透爱国教育。

（四）巩固应用（此处略）

四、结语

本节课通过答疑形式将小数的发展史融入数学教育，一方

面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使得抽

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化，方便在儿童脑海里建构小数的概念，拓

展他们的认知领域。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面对学

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也许有时我们能够用逻辑推理来回答，而

有些“为什么”不关乎数学的定义和逻辑，我们只能在数学史

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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