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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数学文化融入《初等数学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王颖超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曲阜  273165） 

 
摘要：在如今数学的发展之下，开始渐渐的进入了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的加强上了，不再和从前一样，只是关注与学生的计算，成绩，更多的

是加强学生的理解，与领略数学的魅力。而《初等数学研究》就是长期
的专注于解题的教学中了，从而忽视了数学的本身价值，但是这样的研

究对于学生的能力并没有什么提高，只有把数学的文化与解题的教学方

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数学的魅力，数学的文化应该融入《初
等数学研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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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各大高校的数学系的师范专业里面，对于《初等数学研究》

的课程开设是一门必要的课程，对于平常的时候，课程的问题没
有多少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么学科的内容相对于其他学
科来说确实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学生对于这么学科的兴趣就没
有那么的高了，即使他们可以很轻松的理解，但是同时就是因为
太简单了，所以才导致没有了兴趣。《初等数学研究》是一门从
中学数学教学的需要所出发的一门学科，是从中学得教材进行分
析与讲解，分析，在中学的教学中进行适当的延伸与扩展的学科，
它开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师范生可以快速的了解中学的
课程，在离开学校后可以更好的进入社会，可以更好的找到工作，
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一、将数学文化融入到《初等数学研究》中 
数学是一门针对于很多学科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很多的学

科中都是需要用到数学的，对于数学学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影
响到今后的发展，如果你今后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很有可能就
是因为数学限制了你的发展，所以，由此可见，数学的重要性。
数学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是一个由思想、问题、方法和语
言等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1]，数学的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拥有这很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上所必须
要记载下来的，从数学的文化出发，进行对《初等数学研究》的
加强与深入是一个对于数学的增强性研究。 

（一）加强对数学史的讲解 
数学做完一种基础的学科，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文化科学，

数学不仅仅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基础的学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推动人类进步一种文明力量。对于数
学史的了解，不仅仅是可以更好的认识到数学，更多的是可以了
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毕竟数学文化的历史在人类的发展史
上是可以非常明显的展示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数学从早期的只是
为 了计数，到如今的利用到各个行业中，进行各种的研究。对
于《九章算术》，的割圆思想的了解。延伸到对于几何的研究，
这是一种极限思想的最开始的一种思想的发展，非常的容易让人
理解，这样的方式下，学生对于历史了解到了，对于极限的定义
也认识的更加的清楚了，所以，在进行对于数学的教学时，加强
对于数学史的讲解，会对上课的效率加强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
方式。 

（二）多注重对于数学思想的教育，加强对于数学的领悟力 
数学是一种非常古板的学科，也是一门非常灵活的学科，对

于结果的确定是一定是非常的确定的，定义是不可以随意更改
的，他是严谨的，但是在解题是，他又是灵活的，在很多的题目
中，随着你所学的知识的增加，你对于题目的解题方面就会变的
更多，在很多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的方法去解决这一个问题。而
我们在平常的学习中，就是要找到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
题，所以，在对于学生的教学时，我们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去
进行教学，不要把数学教死了，多加强对于数学思维的加强，让
学生可以更好的感受到数学的魅力，让他们体会到数学思维的丰
富多彩，在平常可以更好的找到更多的解决方式，从课堂上学的
东西，可以运用到平常的生活中。对于数学的发展来说，从前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现在肯定是不同的，是有所差别的，所以，在

平常的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提出传统的解决方式，和现在我们所
学的知识进行对比，从中看出对比，加强学生对于数学的思考，
从中了解到数学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让他们进行改
变。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题在《初等数学研究》里面存着着很多的
例子，如：对于图形的解决，可以换到数学的图形上，运用几何
的思想进行讲解，或者用数形结合的方式进行解题，这就是两种
方式来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解了，所以，数学是灵活的，在平常
的教学中一定要加强对于数学思维的引导。 

（三）从数学的美学价值出发，激发学生的兴趣 
数学一直是存在这一中美学上的价值的，在平常的图形中展

现的尤为明显，在数学中，很多的图形讲究一种对称美，在一个
圆里面存在着一个五角星，这样的图形有着一种自然的美，[3]他
存在着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线的知识，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同时，
对于数学的学习时，图形的画是必不可少的，函数的图形存在着
很多的角度，里面有着很多的知识点，以及在空间中对于数学的
学习时，一个美术生对于空间立体的学习时，是会更加简单的，
数学中还存在着很多的美学，留给学生自己去发现，在平常的上
课时，一个漂亮的图形会使得学生对于这个题的兴趣会更大一
些。 

（四）联系实际，从生活出发 
数学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是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

都是需要使用到数学的，所以，我们在对于数学的学习时，可以
更好的联系实际的生活，在生活中学习数学，数学本就始于生活，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数学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的作用。 

二、对于数学文化融入《初等数学研究》的建议 
数学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的发展，

数学文化的体现需要有一定的载体, 而这个载体就是数学发展
中的人物和事件、杰出的数学思想、优秀的数学成果等[2]，所以
在对于融合数学的文化时，应该使用教材的使用，从教材出发，
在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时，引入数学的思想和数学精神；在进行
《初等数学研究》的教学时，结合课程的特点，加强与学生的交
流，营造出一种活跃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结论：对于数学的学习，是一定要加强对于数学文化的融入
的，数学文化是数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要让学生真正的在学习的
过程中体会到数学的魅力，让课堂活跃起来，不仅仅只是老师教
而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初等数学研究》课堂上，利用学
科的特点，联系数学史进行讲解，加强对于数学思维的调动，在
潜移默化下加强对于数学思维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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