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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研究了贵州民族地区182位中学数学教师数学史素养的现状，研究发现：多数教师认可在数学

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对数学史的教学价值及意义持肯定态度；教师运用数学史教学的能力不够；教师缺乏

数学史知识。针对调查结果提出相应建议，以期提高中学数学教师的数学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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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数学史与数学教育（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简称 HPM）的研究深入，数学史对数学教

育的价值日益凸显，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也引起了越来越

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认为数学史能否有效融入

数学教学，其关键性因素是数学教师的数学史素养[1-2]。

而对数学史的认识、掌握数学史知识和运用数学史教学的

能力是数学史素养所包括的三个方面。在义务教育阶段和

普通高中阶段的课标中都有与数学史相关的论述，已有研

究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3]，贵州民族地区相关研

究相对较少。因此对贵州民族地区中学数学教师对数学史

知识掌握程度、数学史的认识程度和运用数学史进行教学

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极有价值和意义。 

2  调查对象 

借助于贵州省国培计划过程中培训班开班的机会，对

进行培训的贵州民族地区各中学的 182 位数学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被调查的一共有 182 名教师，其中有 119 名男

教师，63 名女教师；4 人具硕士学历，154 人具本科学历，

24 人具专科及以下学历；6 年以下教龄的有 59 人，6 到

10 年教龄的有 10 人，10 到 20 年教龄的有 62 人，20 到

30 年教龄的有 43 人，30 或以上教龄的有 8 人；87 人具

中教二级及以下职称，79 人具中教一级职称，15 人具高

级职称，仅 1 人是特级教师。被调查的对象中本科学历占

84.6%，1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占 62.1%，中教一级以下职

称占 91.2%，即经验型教师所占人数较多，本科学历教师

偏多，且职称偏低。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教师对数学史的认识 
如表 1 所示，问卷设置如下 7 个问题来了解中学数学

教师对数学史的认识情况： 
表 1  中学数学教师对数学史的认识情况 

问题 1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提升学习数学的

兴趣 
问题 2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提升学习数学的

兴趣，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方法、思

想的理解 
问题 3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体会活

的数学创造过程，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问题 4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数

学的应用价值和文化值 
问题 5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

学品质，启发学生的人格成长 
问题 6 可以拓宽学生学习的视野，让学生了解多元化

的数学 
问题 7 可以拓宽学生学习的视野，可以帮助学生形成

数学观 

每个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数据结果

显示，多数中学数学教师的认同在教学中结合数学史，对

数学史的教学价值及意义持肯定态度。 

表 2 教师对数学史的认识的统计表 

 选项 赞同 基本赞同 少许赞同 少许反对 基本反对 反对 
所选人数 124 39 18 0 1 0 

问题 1 
百分比 68.2% 21.4% 9.9% 0% 0.5% 0% 
所选人数 115 51 13 2 0 1 

问题 2 
百分比 63.2% 28% 7.1% 1.1% 0% 0.5% 

问题 3 所选人数 106 52 19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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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58.2% 28.6% 10.4% 1.6% 0.5% 0.5% 
所选人数 121 43 17 1 0 0 

问题 4 
百分比 66.5% 23.6% 9.4% 0.5% 0% 0% 
所选人数 109 57 13 2 1 0 

问题 5 
百分比 59.9% 31.3% 7.1% 1.1% 0.5% 0% 
所选人数 126 44 11 1 0 0 

问题 6 
百分比 69.2% 24.3% 6% 0.5% 0% 0% 
所选人数 107 54 15 4 1 1 

问题 7 
百分比 58.8% 29.7% 8.2% 2.2% 0.5% 0.5% 

3.2  教师运用数学史教学的能力 
为了解数学教师运用数学史教学的能力、数学史融入

中学数学教学的现状，问卷设置如下 3 个问题：①您认为

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重要性；②您在课堂教学中如

何运用数学史知识；③在课堂教学中，您是否将课本中有

关于数学史知识与相关数学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每个问

题的调查结果如表 3~5 所示：67.6%的教师认为运用数学

史教学是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在导入课题和展示知识背

景方面超过 60%的教师能优先融入数学史；仅有 24.7%的

教师经常会将课本中有关于数学史知识与相关数学内容

进行有效的整合。由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尽管大部分中学

教师对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史持肯定态度，但很少将数

学史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即存在“高评价，低应用”

的现象。 

表 3  教师运用数学史教学的重要性统计表 

选项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很不重要 
所选人数 124 39 18 0 1 
百分比 29.1% 38.5% 31.9% 0.5% 0% 

表 4  教师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数学史知识的统计表 

选项 导入课题 课堂结束语 展示知识背景 与教学内容有效整合 其他 
所选人数 120 38 115 45 12 
百分比 65.9% 20.9% 63.2% 24.7% 6.6% 

表 5  教师运用数学史教学的调查统计表 

选项 经常会 偶尔会 很少会 从不会 
所选人数 45 108 28 1 
百分比 24.7% 59.3% 15.5% 0.5% 
3.3  教师对数学史知识的掌握 

3.3.1  中学数学教师数学史知识的来源 
为了解中学数学教师数学史知识的来源，问卷设置如

下问题：您的数学史知识来源于？问题的调查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数学史知识来源于教科书或辅导书的教

师最多，占比 78%；数学史知识来源于网络资源的教师次

之，占比 54.4%；有 31.9%的教师数学史知识来源于专业

的数学史书籍；仅有 24.7%的教师通过在职培训获取数学

史知识；只有 12.6%的教师通过职前培训获取数学史知

识；相互交流获取数学史知识的占 21.5%；其他方式获取

数学史知识的占 7.7%。 

表 6  教师数学史知识的来源统计表 

选项 教科书或辅导书 网络资源 专业的数学史书籍 在职培训 职前培训 和他人交流 其他 
所选人数 142 99 58 45 23 39 14 
百分比 78% 54.4% 31.9% 24.7% 12.6% 21.5% 7.7% 

3.3.2  中学数学教师数学史知识的掌握情况 
为了分析教师对数学史的掌握情况，在问卷中共设计

15 题，结果显示中学数学教师对数学史知识匮乏。如在第

5 题中，勾股定理最早出现在周髀算经中，是我国最早进

行系统记载的数学定理之一。但是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本题仅有 43 人答对，未答对的占 76.4%。本问卷中直

接涉及外国数学史的第 10 题，仅有 73 人答对，未答对的

占 59.9%。教师对于中国数学史与外国数学史结合的部分

掌握非常欠缺，不仅要知道杨辉三角又叫贾宪三角，还需

要了解它也叫帕斯卡三角。通过对教师掌握数学史知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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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并不乐观，只有在教师充分掌握

各种各样的数学史知识之后，才能进一步在教学过程中为

学生引入、传授，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对数学史知识的匮

乏将成为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学过程的重要困难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对于贵州民族地区中学数学教师的数学史素养现状，

通过本次调查分析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通过分析得出如下

结论： 
（1）多数教师对在教学中结合数学史的认同程度较

高，对数学史的教学价值及意义持肯定态度； 
（2）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将数学史与教学内容进行有

效整合，即存在“高评价，低应用”的现象； 
（3）数学教师数学史知识匮乏，数学史知识基本来

源于教科书、辅导书及网络资源，通过专业的数学史书籍

或培训获取较少。 
4.2  建议 
4.2.1  教师转变教学观念 
教师全面了解数学史的教学意义，加深对数学史的认

识，加强数学史与数学课程内容有效整合，这些对于教师

转变教学观念有很大的作用[4]。教师应该合理利用课余时

间阅读有关数学史的书籍和论著，积极参加有关数学史的

报告会或研讨会，自觉提升数学史素养。 
4.2.2  开展切实有效的专项培训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具有必要的

数学史知识，并能将其应用于数学教学中。地方高校开展

有关数学史知识的培训活动，并为一线数学教师推荐数学

史学习资料，弥补中学教师数学史知识的匮乏；通过开展

数学史专题讲座，分析 HPM 视角下的教学课例，要想提

升数学教师的数学史素养，必须切实加强教师将数学史融

入数学教学的能力。 

4.2.3  创建 HPM 教学资源库，为教师运用数学史教

学提供参考 
由于可供参考的优秀教学案例较为匮乏，数学史料在

现有的数学史书籍大多是以历史形态呈现的，而要将数学

史融入中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参考优秀的教学案例和

可以使用的数学史料。因此，为了让教师有更多的优秀教

学案例可以参考，笔者建议数学教育专家与一线数学教师

合作开发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学的案例集，同时创建

HPM 教学资源库，以供广大中学数学教师参考和使用。 
4.2.4  改进民族地区高师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

法，提升职前教师的数学史素养 
随着数学史的教育价值不断凸显，虽然众多师范院校

已经开设数学史课程，但由于大部分课程都是选修课程，

教学效果不佳。因此笔者建议在各师范院校将数学史作为

必修课程开设，并建立好相应的评价体系。进行数学史教

学授课的教师，应向学生宣传课程改革的精神，适时地调

整教学理念，强调数学史的价值。另外，在进行相关课程

授课时，应注重将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相结合，使得师范生

不仅知道数学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还能够了解

到中学数学中概念和定理的发生、发展及完善的过程，清

楚认识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从而提升职前教师的数学史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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