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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数学教学中的人文意识渗透 
◆李春林 

（峨边彝族自治县杨村中心小学  四川乐山  614300） 

 
摘要：数学教学过程，不仅是数学知识、方法和技能的传授过程，而且

是传播数学文化、进行人文教育的过程。新课程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

的人文教育内容，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人文教育底蕴，结合

教学内容，巧用人文性评价，想方设法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人文

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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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人的自身理性、情感、意志、心理、修养及人生
观、价值观等属性的综合体现，是通过感受、体验乃至直觉、顿
悟等因素作用而产生的人的精神文化产物，不仅对人的学习与工
作具有动力、定向、维持、调节、控制和强化作用，同时也是现
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作为基础教育，首先应顺应
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应以树人、育人为宗旨，全面关注人的情
感、价值，关注人的完善。要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注
重人文精神的教育，以人为本，担负起人文修养培养的重任。数
学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重要组成部
分，它具有提高人文素养的显著优势。 

数学教学过程，不仅是数学知识、方法和技能的传授过程，
而且是传播数学文化、进行人文教育的过程。新课程教材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教育内容，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可忽视人文
教育，要充分挖掘人文教育底蕴，想方设法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
素养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一、重视发挥数学教材的人文特性，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新教材注重体现数学人文的价值，从一年级开始就以生动有

趣、易于阅读的形式，以“你知道吗？”为题，向学生介绍一些
有关数学家的故事、数学趣闻、数学发现、数学史的知识等等，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的呈现，使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产生与
发展首先源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丰富学生对数学发展的整体认
识，体会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例如，在二年级（上册），学完了“表内乘法”后，教材介
绍了二千多年前的“竹木简口诀”，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
和祖国的伟大成就，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二年级（下册），
学完了“克和千克”知识后，向学生介绍了“世界上 小的蜂鸟
和 大的鸵鸟的质量”，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学完了“统计”
这一单元知识后，让学生统计看电视的时间情况，既体会了统计
的思想和方法，又向学生渗透了“用眼卫生”的意识。在三年级
（上册），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时，向学生介绍了“＋”、
“－”的由来，学习“多位数乘一位数”时，向学生介绍了“×”
的由来，学习“分数的初步认识”时，向学生介绍了“分数的表
示法”等等，适时向学生介绍这些数学文化，可以丰富教学的内
容，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如学习“四边形”时
向学生介绍“七巧板”的有关史料，特别是古人给出的七巧板构
图，使学生感受几何构图的优美和我们祖先的智慧。再如在学习
“时、分、秒”时，教材呈现了古代的计时工具——刻漏，闪耀
了我国古代科学家的智慧，学生知道了我们今天虽然是从钟表知
道时间，但之前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体验探索的不易及先
人的聪明才智，激励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向我们的祖先学习。 

教学时如果能充分利用好数学新教材的人文特性，让学生切
实领会到数学的文化价值，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从而从心里真正喜欢上数学这个“美丽动人的王
后”。 

二、重视学科的综合功能，让学生感受数学价值。 
新课程改变了传统学科课程之间过分学科本位、互相割裂的

弊端，注重了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着眼于学生的发展。因此，
在数学教学中，一是要把数学训练与语言积累训练结合起来，发
展学生对语言的理解、感悟和表达的能力。如教学“百分数”时，
可通过让学生说出与百分数有关的成语导入新课，这样不仅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又如在应用
题教学中，可通过分析题中的语言表述，抓住关键词的方法，进
行数学语言训练。这样既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又可提高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二是要把数学学科与社会、自然等学科知
识结合起来。如教学《统计》时，可安排学生对本地人口、劳动
力从业状况、新建楼房、家电使用等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使
学生对计划生育国策、文化水平、人口平均寿命、城市建设、家
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变化情况有所了解和认识，从中感受到改革
开放带来的具大变化。三是要把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
来。例如：教学《画垂线》一课，在帮助学生认识垂线的性质时，
我设计了一个评选优秀设计师的活动，避开枯燥难懂的定义，让
学生组成设计团帮助公交公司设计站牌的 佳位置，设计站牌的
位置也有数学问题，这是学生没有预料到的，学生带着一种好奇
和冲动投入到解决问题的活动中，不仅理解了垂线的性质，而且
感受到了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加深了对数学的情感，同时也可
以使学生在生活化体验中掌握到数学技能和技巧，感受到数学的
价值。 

三、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前言中要求“发展学生的数感、

符号感。”在“实施建议”中又指出：“使学生感受其中的数学思
想方法，领略数学命题和数学方法的美学价值。”数学的美感体
现在符号、公式、逻辑、语言的简洁美；数、形的对称美、统一
美，还体现在数学命题、解题方法巧妙、灵活、有趣的美等方面。
不管是谁，每解开一道有趣的难题，心中总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
成功感。因此，我们要在教学中尽力展现数学的美学价值，通过
利用数学美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积极地感受数学美，追求数
学美。当学生一旦发现复杂多变、形 各异的式子及图形存在着
不变的规律，切身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时，他们就会神往而乐于探
索。 

亦诗、亦歌、亦画的感觉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学生的心。整
堂课中，从开始的“玩”对称、谈话激趣到初步的“识”对称、
体悟特征，再到引导学生“做”对称、深化体验，直至 后的“赏”
对称、提升认识，四个环节可谓步步紧扣，悬念叠起。无不体现
出老师灵动、慎思、智慧的一面。 

数学教学必须挖掘教材深层次的多元教育因素，有意识地积
极引导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使美的情感得到升华，
转变为美的行动，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形成良好的个性，促
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四、巧用人文性评价，促进学生的发展。 
应试教育下的评价是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试卷缺乏人文

性。《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价
既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他们情感和 度的形
成与发展；既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
过程的变化和发展。”评价既要考察学生的知识技能，又要体现
对学生的人文关 ，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新的考试评价传递给
学生的是“考试是一份期盼”的人文关 。 

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不能忽视了人文教育，要把各种人
文知识灵活机动地渗透到数学教学之中，使人文素质培养和人文
精神教育落到实处，努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使学生健康快乐
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