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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渗透研究
蒋忠建

重庆市沙坪坝区山洞小学校　400035

摘　要：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工作，其更加关注对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对于小学的数学教学工作，教师需要让学生更多

的认识到数学和自身生活之间的关系，了解数学文化，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将课堂学习的内容更好的应用在实际的生

活中，培养学生将数学文化应用到生活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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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本身属于一种文化，但是其内容却是由方法和数学
语言组成，在开展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对数学文化
有一种认同感，这样才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将数学文化引入
到数学课堂教学中，将数学教学和数学文化进行融合，这对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
（一）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990 年，但近几年它的使

用频率逐渐变高了，对数学文化内涵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数学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 孙小李、郑毓信、张楚延、
王新民、顾沛等知名学者都对其有所研究，笔者更倾向于南
开大学顾沛教授的观点，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美数学史、数
学家、数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都属
于数学文化。
（二）数学文化渗透
数学文化是以数学知识为载体的，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渗

透数学文化就是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精心设计课题，让
学生领悟数学思想方法，感受数学美，体会数学的价值，从
而不断提升数学素养的过程。

二、将数学文化渗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价值
（一）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数学是枯燥无味的，认为数学就

是一些很难的公式、定理等。在小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
比如，用故事导入法引入课堂，选择生动有趣的数学历史故
事创设问题情境，设置疑问，通过表演与数学有关的历史情
景剧，策划相关的数学游戏等，都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兴趣。
（二）使学生对定义、定理、公式等加深理解
传统的数学课堂中，教师更注重传授给学生知识，教会

学生算题解题，希望学生考高分，这样表面上看省下了时间
去记知识点、去刷题，但实际上导致学生刻板地记住知识，
不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不了解公式的本质，就无法灵活去
应用知识。将数学文化渗透在教学中，讲明知识是如何生成
的，强调涉及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利于学生对公式、定理等
加深理解，掌握本质。
（三）使学生的数学素养得到提高
数学素养包括科学态度、创新精神、探究精神、理性思

维等，简单来说，数学素养就是将所学的数学定义、定理、
公式等忘记之后留下的东西。虽然学生未来不从事与数学研
究有关的工作，可能用不到所学的数学公式、定理等，但数
学素养是能让学生受益终身的。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能
使学生的数学素养得到提高。

三、将数学文化渗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策略
（一）营造数学课堂文化的教学氛围
1.倡导民主教学。民主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个轻松和谐

的学习环境，并营造一个平等，民主，轻松的学习氛围。在这

种氛围下，学生敢于思考，敢于提出，处于积极的状态，这将
使学生认真地学习，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加深对数学的热爱。

2. 加强独立活动。让学生参与自己的活动，即给学生留
下思考的空间和学习的时间，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潜力。为学生提供表达，提
问，探索和讨论问题的机会，使学生能够通过独立思考，独
立探究和合作交流来学习。
（二）凝炼出核心问题引导学生探究
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学习能力方面，核心问题占据

着重要地位。用问题研究性的方法将小学数学文化渗入到数
学课堂教学之中。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事业中，教师必须将问
题的解决贯穿到小学数学的教学之中。教师要积极为学生营
造问题下的环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数学方法思考
和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将数学文化渗透到数学课堂教学中，
有利于学生在教师提出的核心问题的引导下发现和掌握规则。
数学起源于生活，存在于生活中并应用于生活。教师可以创
建情景，让学生在理解情景的过程中提出核心问题，使学生
意识到有效的策略可以改变事物的结果。极大地激发学生的
探索欲望。
（三）充分挖掘数学课本的文化内涵
我们的小学教科书强调数学的文化价值。表现出生动，

有趣和易读的特征。该教科书结合了所介绍的数学知识，并
介绍了许多有趣的轶事和数学发现。数学家的故事等丰富的
数学文化内容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数学世界，使学生能
够真正理解数学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原因，也使学生对
数学的理解更加全面。并增强了学生探索数学的愿望。例如，
在“知道小数”，的内容中，中国古代数学家刘辉在很早前就
开始应用小数。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感受古代中国人在数
学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学生得以发展一种民族自豪感。

四、结语
总而言之，培养小学生在数学学习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需要教师的层层引导。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在数学问题的
解决中受到的限制比较大，较难解决复杂多变的数学问题。
培养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符合当下教学任务，更是对
学生在高阶数学的学习当中有着非常深刻的作用，甚至未来
的教育趋势都是十分注重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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