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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哈尼族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赵普周 

（元江县羊街乡中心小学  云南省玉溪市  653305） 

 
摘要：哈尼族的建筑、服饰和银饰是哈尼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包含

丰富的几何元素。挖掘哈尼族文化载体中的几何元素，以哈尼族文化为

情境设计图形运动的教学案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哈尼族文化，让
学生在熟悉的文化生活中学习数学，不仅可以继承哈尼族数学文化，还

可以丰富数学的内涵，推动少数民族数学课程的改革。本文使用哈尼族

文化中包含的数学元素作为课程资源，经过收集，整理，分析和筛选，
将其应用于小学数学教材“轴对称图形”的教学设计中，并在哈尼族地

区开展课程教学活动，通过课后反思找出教学的优缺点，进而提出优化

民族地区小学数学教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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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风格独特，每个

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数学文化。哈尼族是云南省独特的少数民族
之一，其主要生活在连绵起伏的哀牢山区，由于哈尼族人民生活
的环境山险谷深，丛林密集，导致哈尼族处于长期封闭的状态。
与此同时，哈尼族人的历史发展也十分特殊，直到近代，才进入
了封建社会，封闭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社会发展，这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外部因素对哈尼族传统习俗的影响和冲击，也使得哈尼
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1 哈尼族传统文化中的“数” 
历史上，哈尼族的建筑测量使用“张臂法”和“手拃法”，

一臂约 1.6 m， 一拃约 0.16 m，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哈尼族人
民仍普遍使用这些方法测量物体的长度。哈尼族特有的蘑菇房近
似方体，墙体一般横宽 8 m，纵深 6 m，高 4 m， 厚度 0.4 m。最
上一层覆盖四斜面的茅草和茅顶，其斜面角度约 45°，稻草或
茅草层厚 0.3～0.4 m。 

2 哈尼族文化元素的选择 
教材设计：“轴对称图形的认识”是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

教材下册第三单元“图形的运动（一）”的内容。这是学生第一
次学习“图形的运动”。教科书中编排了“树叶”，“蝴蝶”和“天
安门”三种实物图，例 1 和“做一做”。通过观察实物，剪纸片
的操作以及想象等，学生可以初步体会到生活中的对称现象，了
解轴对称图形的基本特征,能否判断一个图形是不是轴对称图形
[1]。同时，在认识，制作和欣赏轴对称图形的过程中，感受物体
或图形的对称美，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激发对数学学习的积极
性。 

2.1 服饰的选择 
我们从哈尼族服饰中选择了蝴蝶银配饰、哈尼族男子绣花外

套和红河哈尼姑娘的公鸡帽。蝴蝶银配饰的原型本质上是大自然
中的蝴蝶，学生对此比较熟悉，可以很快发现两侧的翅膀是完全
相同的，这为接下来学习新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可以使
用蝴蝶银配饰作为新课的切入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

哈尼族男士绣花外套上的一些图案也包含轴对称元素，但这些细
节很难发现。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联系生活，从整
体形状直观地认识到它是轴对称图形，并且实现了学习的乐趣。
公鸡帽从帽子的顶部向下看并且是轴对称图形。学习的材料来自
现实生活，学生的好奇心将促使他们找出共同的公鸡帽中的数学
知识，这使得数学和现实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 

2.2 建筑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哈尼族建筑中的简易蘑菇房。蘑菇房的倾斜屋顶

是两个等腰三角形和两个梯形，所有这些都是轴对称图形。蘑菇
房四周被正方形或长方形包围，它们也是轴对称图形。对此可以
将蘑菇房设计在巩固练习的第二小题，即“找出哈尼蘑菇房中的
对称图形”。 这是一个开放题，学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并充
分利用他们的想象力来寻找轴对称图形[3]。这个问题旨在测试学
生对轴对称图形特征的掌握程度。同时，学生还可以想到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居住的房屋有哪些轴对称图形，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
能力。 

2.3 乐器的选择 
我们在哈尼族乐器中选择了一个牛皮鼓。牛皮鼓在庆祝传统

的哈尼节上起着重要作用，哈尼族地区的学生对此并不陌生。牛
皮鼓的鼓面是圆形，圆形是轴对称图形，并且有许多对称轴[4]。
我们在巩固实践的第一题上安排了“牛皮鼓”。它旨在通过绘制
对称轴让学生知道并非所有图形都只有一个对称轴。 

民族数学文化是学校数学教育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数学课
程如何呈现民族数学文化，反映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的特征？如
何在数学文化应用中提供更多的数学文化实例，并引入实际应
用，从而体现少数民族服饰，建筑，民俗等诸多载体中的数学文
化教育价值，需要有关学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哈尼族民族文化中的图案具有非常丰

富的数学文化，而哈尼族地区的学生则熟悉周围的民族文化图
案。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强调民族数学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合理有效地将民族数学文化渗透课堂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民族精神，这对我国现代数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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