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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对与“0”有关的主要问题探讨 
◆颜腊林 

（仙桃市仙桃小学） 

 
0 是小学数学中极其特殊的数。说其特殊，主要是 0 在小学

数学中的作用特殊，譬如：在直尺上，0 表示起点；在温度计上，
0 表示零上温度与零下温度的分界线；在数轴上，0 表示正数与
负数的分界点；在统计物体个数时，0 表示一个物体也没有；在
计数时，0 用来占位……0 的这些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决定了
对 0 的关注要远超其它数字，与 0 有关的问题在教学中也频频出
现，对 0 的诠释也非同一般，与 0 有关问题的解决还需另辟蹊径。
特殊的数与特殊的功能，特别的问题与特别的解决办法，难免会
引发与 0 相关问题的困惑和争议，小学数学教师面对这类问题也
不禁感叹道：“都是 0 惹的祸！”0 到底惹了什么祸？迷茫中，笔
者搜集整理了倍受教师关注的与 0 相关的几个问题，并对此一一
展开探寻，以期能为同行排疑解惑。 

1.“0”为什么是自然数？ 
1993 年之前，我国小学数学教科书指出：表示物体个数的 1、

2、3、4、5、6、7、8、9、10、11……都是自然数；1993 年之
后，我国小学数学教科书补充指出：一个物体也没有，用 0 表示，
0 也是自然数。为什么要把 0 纳入自然数的范畴？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便于国际交流。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教育发达国家都
把 0 定义为自然数，为了国际交流的方便，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3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
3102－93）《量和单位》第 311 页，规定自然数集 N＝{0，1，2，
3，…}；在《现代汉语词典》2005 年 6 月第 5 版中也把自然数定
义成：零和大于零的整数，即 0，1，2，3，4，5，……。其二，
满足数学需要。高中数学中指出，有限集合中元素的个数是可以
用自然数来表示的，空集是有限集合，而空集的元素个数为 0，
这就要将 0 纳入自然数范畴，以满足空集教学的需要。 

2.“0”为什么不是最小的一位数？ 
由于受到将 0 划归为自然数的影响，部分教师认为最小的一

位数是 0，而不应该是 1。其实，自然数概念的完善，并不影响
到最小一位数的改变。首先，不妨看看有关定义。《数学﹝算术
理论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0 页）
指出：用一个数字记出的数（不是 0），叫做一位数。例如：1,3,9……
在一个数中，数字的个数是几（其中最左端的数字不是 0），这
个数就叫做几位数。其次，不妨进行假设后推理。如果最小的一
位数是 0，最小的两位数就是 00，最小的三位数就是 000，……，
依此而论，岂不荒谬至极。 

3.“0”是余数吗？ 
分东西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刚好分完，一个不剩；二是

有剩余，当余数比除数小时，就不能继续分了。这两种分法，分
别对应余数等于 0 和余数不等于 0 两种数学描述。所以，在数论
中“整除”与“余数是 0”是等价的概念，即“余数是 0”就是
“一个不剩”的意思。例如，所有的正整数除以 3，根据余数可
以把所有的正整数分成 3 类，即余数是 0、余数是 1、余数是 2。
为什么会提出“0 是余数吗”的质疑呢？这可能与平时不严谨的
语言描述有关。如把“没有剩余的除法”说成“没有余数的除法”，
把“有剩余的除法”说成“有余数的除法”。这种把除法分成有
或没有余数的描述，导致了认知冲突：既然没有余数，怎么又冒
出余数是 0 呢？ 

4.“0×0”为什么等于“0”？ 
0×0＝0 无疑是一道特殊的乘法算式。按照乘法的意义，0

×0 表示 0 个 0 相加，而 0 个 0 相加是无法写出的加法算式，又
怎能知道其相加的和为 0 呢？其实，0×0＝0 是经过了“特殊—
—一般——特殊”的运算过程而得出的。因为 0×3 或 3×0 表示
0＋0＋0，0＋0＋0 的和为 0，所以 0×3＝0，3×0＝0；同理可
知，0×5＝0，5×0＝0；0×8＝0，8×0＝0……从这些特例中经
过合情推理得出了一般性结论：0 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再将这
个一般性结论运用到 0×0 这一更为特殊的计算中，即可知道 0
×0＝0。 

5.“08”是分数吗？ 
各个版本的小学数学教科书都将分数定义为：一个物体、一

个计量单位或是一些物体都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平均
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一个整体

可以用自然数 1 来表示，通常把它叫做单位“1”。其中，分母表
示把单位“1”平均分成的份数，分子表示从中取出的份数。从
这样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八分之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数，俗称
“零分数”，即把自然数 0 写成了分数的形式；八分之零并不是
一个实质上的分数，即其虽然把单位“1”平均分成了 8 份，但
其未能从中取出一份或几份，取出的只是 0 份，也就是没有取出，
显然不符合分数的定义。对此，有关数学专著早有明确，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础数学》第 64 页定义分数时指出：“形如

m

nm/n（m 和 n 都是正整数，且 n＞1）的分数叫做分数。” 
6.“x＝0”是方程吗？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就是方程。从这一定义中可知，方程只一

是含有未知数，二要是等式。从定义出发，毫无理由否认“x＝0”
不是方程。因此，可以说“x＝0”是方程，是结构最为简单的方
程，是不需求解即可知其解的方程，是方程与方程的解完全一致
的方程，但其更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方程。所谓方程的本质属性是
寻找和建构已知量与未知量之间的相等关系，从而通过已知求解
出未知。在“x＝0”中，未知早已是已知，又何苦要将已知转化
为未知呢？岂不是徒劳和无聊的折腾。 

7.在研究因数和倍数的时候，为什么一般不包括“0”？ 
在“因数与倍数”这个单元中，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年

级数学下册第 5 页用红色字体强调指出：“为了方便，在研究因
数和倍数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数指的是自然数（一般不包括 0）。”
北师大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年级数学上册第 31 页指出：“我们只
在自然数（零除外）范围内研究因数和倍数。”苏教版义务教育
教科书五年级数学下册第 30 页指出：“研究因数和倍数时，所说
的数一般指不是 0 的自然数。”为什么这些主流教材在研究因数
和倍数时，都将 0 排斥在外？是不能研究还是没有研究价值？从
0×1＝0、0×2＝0、0×3＝0……中，发现 0 是任何非零自然数
的倍数，任何非零自然数都是 0 的因数。依此看来，的确是在研
究因数和倍数时，如果把零纳入进来，还是可以研究，只是失去
了应有的研究价值。 

8.“0”为什么不能做除数、分母或比的后项？ 
透过除法、分数和比的关系可知：甲数÷乙数＝

甲数

乙数
＝甲

数∶乙数。如能明白除数为何不能为 0 的原因，即可知道分母或
比的后项为何不能为 0 的道理。不妨对 a÷0＝b 分两种情况加以
探究。当 a＝0 时，a＝0×b＝0，此时商 b 可为任何不确定数；
当 a≠0 时，a＝0×b≠0，此时商 b 不存在；不确定的商或不存
在的商，都将会使除法计算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数学中规定除
数不能为 0。 

9.“1∶0”在数学中不存在，为什么在生活中又常用？ 
在上面第 8 个问题的探讨中，知道比的后项不能为 0，故数

学中不存在类似“1∶0”这样的比。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见
足球比赛的结果是“2∶0”之类比，这是为什么？不妨还是回到
比的定义上进行探究。两个数的比表示两个数相除，两个数相除
又表示两个数的倍比关系，即“甲数÷乙数”，显然乙数不能为
0，所以比的后项不能为 0。然而，生活中类似“2∶0”的比，
表示的是两个数量间的差比关系，即“大数－小数”，显然小数
可以为 0。可见，数学中的比和生活中的比，虽然都称之为比，
但其意义有着天壤之别，不可等同视之。于此，笔者认为数学来
源于生活，但数学并非等同于生活。 

10.7.5×0.2 的计算结果是一位小数还是两位小数？ 
在教研活动中，老师们经常问到判断小数乘法的积的小数位

数的问题。比如，7.5×0.2 的计算结果到底是一位小数还是两位
小数？这类问题实际上就是判断小数乘法中积的小数位数到底
应该以计算法则为准，还是要看具体的计算结果的问题。笔者认
为小数乘法中判断积的小数位数，应以计算法则为主，至于积的
末尾有 0 的情况是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出练习题时，
最好不要出末尾有 0 来判断积的小数位数的题目，因为这样的考
察没有多大的意义。学生在具体计算时，只要按计算法则先确定
积的小数位数，点上小数点，再根据计算的要求去掉小数部分末
尾的 0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