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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融入到大学数学课堂的策略及意义 
白灵 1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长春  130000） 

摘要：数学文化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文化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主要讨论如何

将数学文化恰当的融入到数学教学过程中以及数学文化对于学生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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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文化的概念 

数学是一种文化的观点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怀尔德提出

的，数学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自然而然数学文化也不能脱离社

会文化而单独存在。什么是数学文化呢？在狭义上是指数学的思

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上只除

了上述内涵以外，还包括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

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 

二、数学文化融入到大学课堂的策略 

在现代本科数学课堂上很容易缺失数学文化这一部分的教育，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学数学课堂内容又多又复杂，课时相对较

少，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只会涉及到课本以内的知识点，对于数学

文化这方面没有时间去涉及。但是数学文化是数学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对于提高学生数学素养十分重要，基于这一点，数学教师

应当花时间去让学生了解学习数学文化。 

在大学数学课堂中如何融入数学文化呢？以本人所讲授的《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为例。将数学文化的内容融入大学数学

课堂中。 

1、将数学文化融入到教学引入部分 

比如，在讲授切比雪夫不等式之前，可以先介绍一下关于切比

雪夫。切比雪夫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天生左脚有些残疾，

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在家中独坐思考的习惯，切比雪夫在少年时就对

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进而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数学专业，在学

习期间发表多篇关于数学的论文，正是因为他对数学的钻研精神，

才会有如此成就，切比雪夫不等式也是他对数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切比雪夫不等式的内容吧。对于这

样方式的引入，既可以让学生对于所学内容产生兴趣，也可以让学

生了解数学家的精神，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伯努利大数定律，贝叶

斯公式等等，这是在引入新课过程中恰当的融入数学文化中的数学

家这一部分。 

2、将数学文化融入到例题中 

在例题中同样可以融入数学文化，例如在讲二维连续型随机变

量例题可以这样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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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二维随机变量，(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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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此题时，可以先让同学们联系一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同类

型的题思考，给出上次做过的一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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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我们求解此题时用到的知识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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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让同学们思考，对于这个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应用哪一个知识

点呢？同学们自然而然的想到应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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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我们实际上用到的是数学文化中数学

方法的类比思想。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也正是这个道理，此外在

《事件关系与运算》《几何概型》等章节的讲解中，还可以用到数

形结合的方法。 

3、数学文化融入到小结中 

在小结中同样可以融入数学文化，大学数学课堂一般对小结不

够重视，然而小结却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往往学生们是在小结中形

成知识结构，建立知识框架的，那么数学文化如何融入到其中呢？

我们可以采用梳理知识的形式，即本堂课学了什么，这当然不是对

知识的简单概括，教师要把涉及到的数学方法、思维方式进行总结；

也可以用设疑探究的形式小结，比如说在一维随机变量讲完时，我

们可以让学生们思考，如果有两个变量要讨论，该怎么办呢？引起

学生兴趣，去自主学习下一章二维随机变量；还可以利用数学在生

活中的应用进行小结，例如，正态分布这节课学过之后，我们了解

了公交车门的高度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实际上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可

以用数学解释的工作原理，请大家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注意生活

中的数学。 

三、将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课堂的意义 

高等数学是在已有初等数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大学生

往往对高等数学有怯懦心理，认为高等数学很复杂很枯燥，学不会

也就放弃了，但是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

速，化工之久，地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还有一位

数学家说过，“数学是联系联系实际的科学”，大学数学大纲也规定，

数学是基础课、必修课，这些都足以看出数学的重要性，那么数学

这么重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爱学习数学呢？当然有一部

分原因是我们老师的问题。实际上每一个数学公式，定理的产生，

都有自己的故事，如果每一位老师能够尽量让数学内容丰富起来，

生动起来，学生们听起来津津有味，也许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当

数学文化的魅力真正渗入课堂教学时，数学就会显得更加平易近

人，这样数学就会通过文化这一层面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学、热爱

数学。这也是把数学文化融入到大学课堂的意义所在。 

四、结束语 

数学文化融入到大学课堂势在必行，目前已经有院校教师认识

到这一点，但这需要大范围的认知。重视数学文化就是重视数学素

养，就可以强化人类的思维逻辑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数据

表明 70%的人在工作中基本不会用到大学所学的数学知识，但是学

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数学文化在其一生中价值的体现，教师应当将数

学文化恰当融入到课堂中，使其充分发挥其价值，努力使学生在学

习数学过程中真正受到文化感染，产生文化共鸣，体会数学的文化

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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