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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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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的教学过程是学生认知的过程、思维开拓的过程。老师要开发学生的自学爱学的学习兴趣，同时要给学生

足够参与教学学习的机会，帮助学生了解和消化数学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合作交流，发挥优势，弥补劣势，交流实践经验，

展望未来，推动社会教育管理向更高水平发展。真正做到教育的改革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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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思维时刻决定着人类的一切活动,我们人类文

明的历史就是人类思维进步的历史。最近几年，教学的核心

素养慢慢变成了教育改革的重点。数学教育不仅是简单的获

得生活和学习所需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且

对数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人的智力和创新能力的进步提高

起着非常重要的用处，发展学生的基本数学素养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它们是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素养是

指综合运用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形成数学思想和方法，以

及数学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数学在生活中的作

用和意义。而对数学历史的学习是在学习中获得其基本素养

的有效途径。

1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重要性的研究

西方研究学者沃利斯 1968年所著的《代数学》中，约

1/2篇幅描述与数学发展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这也是西方

数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相结合的著作。在

研究中详细阐述了数学史在数学发展以及数学形成中的重

要地位，充分论述数学史与数学知识内容之间自身存在的关

联性。近年来西方研究学者关于数学史如何融入在数学教学

中的相关研究数量不断增多。数学史在西方国家中的教育研

究领域重视程度明显提升。数学教育中如果仅仅针对数学已

有研究成果、数学方法进行教学，而不能对数学史有效渗透，

将会导致学生在对数学方法进行应用时缺乏深层次理解，虽

然能够理解表层问题，但对于不同数学概念、数学方法之间

存在的关联性并不了解。

黄基云从核心素养提升的角度，对中学数学教学中数学

史的渗透应用进行研究。认为数学史是提升中学阶段学生综

合素质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学阶段数学教学任务开展如果脱

离数学史，完全按照教材中的概念顺序进行，学生对于知识

内容的掌握并不深入，所学习的数学知识概念，也仅限于应

对考试中的问题解决，很难建立起数学知识内容与实际生活

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在研究中也提出数学史融入在数学教学

中，是建立起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效桥梁。学生通

过数学史的渗透学习，能够更深入理解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

之间的关联性。

张启荣认为将数学史引入到中学数学教学中，能够增进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

探索欲望。研究中概括总结到，数学史是数学概念、数学方

法形成的历史见证。数学史中记录了数学定理产生的争议过

程。通过对数学史的认知、了解能够形成数学知识更全面的

概念，在对数学知识进行运用中，也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虽然数学史在中学教学中所占有比重明显低于数学概念教

学，但发挥的辅助与铺垫性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缺乏数学

史渗透式教学，常规数学教学任务开展也将会因此受到限

制、影响。

戴佳珉从学生情感认知的角度，研究数学史在数学教学

中渗透的重要意义。认为数学史的存在不单单是对常规数学

教学任务开展的辅助，更表现出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

特定知识点的理解程度。数学史中记录的文化内容具有情感

性特征，这一点是常规数学概念教学中所难以达到的。将数

学史渗透在常规数学教学任务中，能够实现情感认知与数学

逻辑思维之间的结合，使原本冰冷的数学知识变得更加形

象。帮助提升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独立

探索的良好习惯。

2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方法的研究

有关数学史如何融入数学教学，中外数学家也做出了方

法原则上的许多探索。1980 年，在荷兰数学家，数学教育家

弗赖登塔尔（H.Freudenthal）所做报告《数学教育的主要问

题》中，他指出数学作为不断发展的科学，儿童没有必要重

复数学发生的所有过程，但同时儿童学习数学也不能从我们

已经得到的成熟结论为起点。经历数学发生的过程对于儿童

学习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1983 年弗指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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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引导学生经历的数学发生过程，应当是经过改良的，适合

学生的。这一理论也得到了实验证明，2000 年 G.T.Bagni 针

对无穷级数的数学知识，对高中生进行了测试。发现个体的

认识发展过程与历史发展相似。为指导数学史融入实践教

学，国外学者 John Fauvel 总结了十条直接或间接使用数学史

的方法。

数学史融入在数学教学中的方法，不同国家研究学者持

有不同态度。西方研究学者认为，将数学史融入在数学教学

中，应当加强学生独立探索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数学学习

期间养成良好的探索习惯，能够主动去对数学史进行搜集与

整理。

王德梅从中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的渗透实践角度展

开研究，认为将数学史融合体现在数学教学中，需要加强数

学课程创新设计。提升数学史渗透过程中学生在课程上的参

与程度，使学生在课堂中拥有更多交流探讨的机会，并提出

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应该逐渐由课堂向课外过渡转

变。中学阶段数学学习需要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逻辑思维，

要达到这一教学目标，仅仅依靠课堂时间远远不足。通过数

学史对学生课外时间使用的正确引导，能够加快教学目标实

现速度。

饶春花研究中认为，数学史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应用，要

重点考虑是否会对学生主体学习方向造成影响，可以通过数

学史举例的方法进行阶段式渗透。并提出高中阶段数学学习

任务比较紧张，在对数学史进行渗透运用过程中，科学合理

规划课堂教学方案，能够帮助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使学生

在数学学习中感受到轻松与趣味性。

3 研究评述

（1）中国现在依然实行素质教育，学校师生也都抵制

这种灌输式教学。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孩子全

心全意地热爱学习，意义重大。比其他什么体罚死记硬背的

学习更加有效果。因此，如果数学史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欲

望和兴趣，将数学史融入教学无疑是一件好事。而且，从国

际角度来看，数学史融入教学不难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换

句话说，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反思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中国作为一个教育大国，将成为一个值得思考

的重要问题。

（2）数学史不仅可以让学生更有兴趣学习和了解，更

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很多得情况下，就可以发现，如果

老师在描述一个理论时加入一部分历史故事，它不仅描述了

一个理论的发现过程，还传达了一种精神，历史故事中勇于

创造发现的这一种精神。这种勇于创造发现的精神对社会、

科学和技术的以后进步非常重要。而每个学生以后都是祖国

的顶梁柱。所以这对其以后发学习发展至关重要。

（3）要培养学生不怕困难，追求理想，努力学习，努

力奋斗，要使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每一目标，数学发现的

过程是艰苦的，毅力坚持的精髓传给每一代学生，要端正学

生的学习态度，认真思考，大胆假设，仔细论证，勇往直前。

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老师也应该鼓励和支持学生。承认学

生的坚持，反对半途而废的行为。

（4）端正学习目的,要养成正确的世界观,数学观,要为谁

学,这无疑是所有中小学生和家长都面临的问题,学生们可能

会认为读书是给父母读书,家长会认为读书是为了考试,因此,

如果我们能在课堂上达到预想的成果目标，就能让学生们对

学习产生正方面的反馈，从而纠正学生的学习目标和态度。

这样，学生就会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数学一直是学生们讨厌的科目。他们认为，只要能加、

减、乘、除，就必须通过整合的过程让学生了解数学的真实

面目。什么是数学？用新的数学观，我们就会对数学有了新

方面的认识和了解。

4 结尾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

发知识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孩子。”传统应试教学形式

不利于学生参与课堂，不利于养成和睦合作的学习氛围，不

利于形成师生、生生互动的局面，不利于养成学生们的优良

学习习惯，更不利于对数学知识的记忆。因此在日后的教学

中，在教学过程要让学生门主动积极的参与课堂，实现课堂

小主人的身份，学生通过互相的交流和学习以及老师的教

导，体会数学的价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创新过

程中的主体。在每次学习的流程中，要让学生自己积极的学

习知识，并且使用这些知识创造性的解决实际的数学难题。

罗素曾说过：“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

也具有至高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法国数学家庞加

莱认为，“数学家不单单因为数学有用而研究数学，研究数

学还因为喜欢，而喜欢的原因是数学是美丽的”。我认为，

数学这门学科是和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门学科，是值得我

们学习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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