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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教科书的思考 
尹远征 

（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第一中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课程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重要举措。以人教 A版高中数学教科书为例，

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科书中载体形态丰富、运用水平较高、功能价值多样的特点。未来，还需关注不同载体形式下数学元素

的挖掘，提升正文重构式占比和习题中文化背景与问题的数学关联度，注重功能价值的全面发挥，将中华优秀文化以更自然、更内

在的方式融入到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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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如何将其转化为教

育形态以发挥育人功能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明确指出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科书作为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

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效落实的关键。2021 年 1 月

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统筹设计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科书的具体样态。陈婷对小学数学教科

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状进行研究，发现了结构分布不均、

素材使用重复、间接渗透欠缺的现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

数学教科书中的融入样态如何?这仍然值得关注。高中学生心智发展

更为成熟，深刻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极为关键。以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

数学 A 版》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系列教材（共 5 册）为例，进一步考

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数学教科书的现实样态，以期为我国

数学教科书修订与教师教学提供线索与启示。 

一、分析框架与方法 
关于数学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析框架，陈婷等提

出了包含结构分布、载体形式和运用方式等方面的三维度框架。为

进一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还需要关注其价值功能，因

此本研究增加了第四个维度。具体地，前三个维度借鉴陈婷等的分

析框架。其中，结构分布维度由年级、领域和栏目 3 部分组成，并

依据高中《课标》对领域子维度调整为函数、几何与代数、概率与

统计、数学建模与数学探究、数学文化 5 部分。载体形式维度分为

经典书籍、科技成就、数学发展史、人物故事、基本常识、艺术与

特色技能、其他文化遗产等 7 类。运用方式维度分为附加式、复制

式、顺应式和重构式等 4 种。 

在功能价值维度上，考虑到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当前基础教育课

程的核心目标，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

[4]因此以六大核心素养作为功能价值维度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6

部分。统计操作过程中遵循如下规则：第一，以教科书中设置的一

个完整教学任务和活动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即包含多段文字和图片

的一个栏目或包含多小题的习题仅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第二，当分

析单元中出现多种类别的文化元素将分别计数，相同类 38 别的文化

元素则只计一次；第三，一个文化元素具备多种功能时也将分别计

数。 

二、研究结果 
教科书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条目共计 30 项，并在各个

维度上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分布 

统计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融入各个年级、领域和栏目中，

但数量分布不均。必修 1（11 处）、必修 2（6 处）和选择性必修 2

（8 处）中包含的内容量较多，选择性必修 1（1 处）、选择性必修 3

（4 处）中包含的内容量较少。从知识领域来看，在数学文化

（56.67%）、函数（56.67%）和几何与代数（30%）领域渗透量较多，

在统计与概率（13.37%）和数学建模活动与数学探究活动领域

（6.67%）渗透量较少。这一领域分布特点可能受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的影响。首先，教科书中函数和几何与代数内容所占篇幅大，因而

相较其他领域容量更大；其次，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大多集中于函数

和代数领域，与统计与概率领域相关的数学成就较少，因而含量较

低； 后，由于《课标》强调要将数学文化作为教科书的组成部分

融入各领域之中，而数学文化中的古代数学成就和数学发展史恰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数学教科书的重要载体，因而数学文化占比

较高。从栏目分布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正文（60%）中出现

次数 多，在习题（20%）和阅读专栏（20%）中出现次数较少。一

是由于正文所包含的栏目数量多、类型广，而阅读专栏的数量少；

二可能是因为习题的题干短，这也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形式 

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渗透于各类载体之中。具体

地，教科书中经典书籍（12 处）、人物故事（12 处）和数学发展史

（7 处）出现次数 多，这与数学学科性质相关。作为数学教科书，

文化内容的选择重视与数学的关联度。这三种载体形式与中国古代

数学发展史密切相关，因而出现次数更多。例如在方程求解的历史

发展中，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用“立成释锁法”“增

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再如在数列求和的发展史中，魏晋数学家

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给出了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南宋数学家

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商功》中提出几类堆垛的求和公式等。科技

成就、基本常识和艺术与特色功能数量较少，而其他文化遗产虽然

数量相对较多，但主要以图片形式呈现。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栏目中的载体形式来看，正文中优

秀传统文化在各类载体中分布均衡，阅读专栏只涉及人物故事、数

学发展史和经典书籍，习题栏目以经典书籍和其他文化遗产为主。

整体来看，教科书涵盖多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科技成就、基本

常识和艺术与特色功能较少，同时各类载体在不同栏目中的分布存

在差异，阅读专栏和习题栏目中载体类型的丰富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水平 

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科书中的运用方式发现，教科书重

视传统文化的运用，以顺应式为主，重构式和附加式为辅，而复制

式较少。这种分布特点在正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文中顺应式占

比高体现了教科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内容适配性的重视，

不仅关注文化素材中数学思想方法与知识内容的适配性，也关注文

化素材与学生认知的适配性。如教科书挖掘北京天坛圜丘坛中的数

学元素，关注其与等差数列的关联性，以圜丘坛的地面石板分布特

点作为学习等差数列的引入；又如在余弦定理与正弦定理的应用中，

教科书将古代数学名题“海岛测高”改编为建筑物测高的形式，更

符合学生的认知。阅读专栏大部分采用重 39 构式，在介绍我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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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就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重构问题情境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浸润度。例如介绍祖暅原理时，首先将其转化为现代语言，并运

用生活中纸堆的例子重构祖暅原理的发生，同时借助祖暅原理探究

学生所熟知的柱体、锥体等体积公式，帮助学生进一步体会祖暅原

理所蕴涵的数学思想。 

进一步分析不同载体形式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方式可以

发现，经典书籍、数学发展史和人物故事采用多种运用方式。其中

数学发展史以重构式为主，这是因为在介绍数学成就的发展中，教

科书更注重方法演变的过程性。科技成就与其他文化遗产以顺应式

为主，这体现了教科书对这两类载体所蕴涵数学元素的关注。例如

通过赵州桥建立抛物线模型、借助烟花学习抛物线知识等。而另外

两类则以附加式为主。 

总体来看，教科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水平较高，大部

分载体均以顺应式与重构式呈现，但是基本常识和艺术与特色功能

中附加式占比高，这两类载体的运用水平有待提升。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科书的功能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科书中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底蕴

和科学精神中，这是由传统文化本身的性质和数学学科特点所决定

的。蕴涵丰厚文化底蕴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性，在教科

书中理应得到展现；而作为数学教科书，科学性和数学化是核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科学精神的内容与数学学科关联性强，因

而更多作为素材编入其中。教科书也兼顾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功能，用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等中华民族硕果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思维，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例如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提出与海伦公式等价的“三斜求积公式”，解

决了沙田面积问题，有助于学生问题解决与创新意识的培养以及国

家认同感的增强。但教科书就学会学习和健康生活两方面没有发挥

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对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的 4 种功能深入分析，每种功能

发 挥 的 价 值 并 不 完 全 。 人 文 底 蕴 功 能 重 在 发 挥 人 文 积 淀 价 值

（86.96%），审美情趣较少，而人文情怀价值并未体现；科学精神功

能更注重理性思维的价值发挥（92.31%），对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价

值呈现少；责任担当关注国家认同价值的体现，社会责任价值较少；

实践创新强调问题解决价值，对学生技术应用与劳动意识的培养较

少。 

从教科书栏目来看，正文与阅读专栏均体现了 4 类功能价值，

但侧重点不同。正文以人文底蕴的渗透为主，而阅读专栏对各类功

能的呈现更加均衡。这可能是因为阅读专栏通常介绍数学概念或定

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与 4 类功能密切相关，因而价值功能呈现更完

整。而正文栏目多，丰富的载体类型展现不同的功能价值，而人文

底蕴功能恰蕴含于大部分载体中，因而正文以发挥此功能为主。习

题栏目则仅仅体现了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功能。这可能是因为

习题题干短且旨在考查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而责任担当与

实践创新往往呈现于篇幅较长的人物故事或数学概念发展之中。 

进一步对不同载体形式和不同领域下的功能价值进行分析。经

典书籍、数学发展史和人物故事对 4 种功能价值的呈现较为均衡。

科技成就以发挥人文底蕴和实践创新功能为主，并未展现科学精神。

这可能是因为教科书更多关注科技成就的 40 应用而非其背后的原

理以及探索原理过程中所展现的科学精神。例如借助筒车建立三角

函数模型，教科书关注筒车的运动规律与三角函数的联系而非筒车

工作的科学原理。基本常识、艺术与特色功能和其他文化遗产载体

功能较为单一，以体现人文底蕴价值为主。几何与代数、概率与统

计、数学建模活动与数学探究活动、数学文化领域对 4 种功能的发

挥均衡，函数领域以人文底蕴价值为主。这可能是因为函数领域中

载体形式丰富，特别是承载人文底蕴价值的载体多数分布于此。例

如良渚遗址与指数函数结合，烟花与二次函数结合，筒车与三角函

数结合等。 

总的来说，人教版教科书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能的多样

化，但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等功能价值需要深化，同时每种功能作

用发挥的全面化有待加强，基本常识、艺术与特色功能和其他文化

遗产的功能也较为单一。 

三、若干启示 
（一）注重载体形式的多样化呈现 

多样化的载体形式有助于拓宽学生对数学与文化融合认识的广

度，以其丰富性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数学发展史

方面，注重更多数学元素的挖掘以及其所蕴涵数学思维的展现。中

国古代数学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科书编

写中一方面应当重视数学西化过程中所遗失的数学元素，同时也应

聚焦于数学知识发展中方法的演变过程以及思维方式的体现。此外，

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科技成就、基本常识和艺术与特色

功能载体。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数学联系密切，教科书应当探求其

中所蕴藏的数学知识，让学生从数学视角来感知科学成就的魅力。

例如古代天体测量仪器浑仪与简仪的工作原理、天文历法的计算等

都运用数学知识。而基本常识、艺术与特色功能中文化素材含量大，

教科书可以借助其多样的物质载体呈现相同的数学知识。例如在学

习旋转体时，选取堂鼓、灯笼、瓷器等元素，增添数学教科书的文

化丰厚性。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水平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水平有助于教科书中数学与文化

的有机融合。重构式大多呈现于阅读专栏，正文中占比少，且习题

栏目运用水平高但容量小。阅读专栏关注数学知识演变过程中的思

想方法，较好地展现了数学史的深厚文化底蕴。但在实际教学中，

容易出现“课后阅读”或者“跳过不读”的现象，[5]因此应进一步

加强在正文中的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史料的直接套用，而是

将其中的数学思想贯穿于正文定理的证明之中。例如球体积公式的

推导可以结合刘徽的极限思想，类比出入相补原理证明圆面积公式，

重构体积公式的证明。习题栏目则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素材的挖掘，

注重文化背景与数学的关联度，在问题解决中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识。 

（三）展现更加全面的文化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课程教科书，是强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铸魂育人功能的重要举措，其价值功能在教科书中应当得以

全方位的诠释。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功能缺乏审美情趣和

人文情怀价值。《课标》中明确提出“要让学生认识数学的审美价值”。

因此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学元素的融入，通过其所蕴涵的内

在人文精神美和外显物质文化美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同时以人为

本的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化 根本的精神，具有丰厚的人文情怀价

值，是教科书发挥此功能的优秀素材。 

总体而言，高中数学教科书中已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

富载体形态，注重传统文化的高水平运用，发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厚价值功能。当然，尽管课程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做

法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但得到明确的要求却还时间不长。因此如何

将中华优秀文化以更自然、更内在的方式融入到教科书中，这值得

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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