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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体验数学之美
牛小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215600

摘　要：数学教材中有关数学文化内涵的介绍是这么说的：“数学是一种文化，它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学文化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中，学生处于思想意识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重

要时期，渗透数学文化能够帮助学生从小了解关于数学学习更深层次的内容，体会丰富深沉的数学价值和数学意义。因此，

教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需要注意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能有效感悟数学的学科魅力，从而体验到数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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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数学知识无处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将数学文化充分渗透其中，使

学生不断受到数学文化的影响和启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主动性。数学文化是数学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数学学科内在的价值体现。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

对于数学文化的渗透不是教育教学工作中重点关注的方面，

但是随着人们思想意识水平不断提高，数学教学中更加关注

学科文化价值的渗透。数学文化在传递数学知识的基础上，

对数学思想和数学理念等精神产物的渗透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让学生在数学学习和数学素养方面得到更高层次上的

提升。本文对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数学文化渗透进行了比较详

尽的研究分析，旨在为小学数学教学中使学生感悟数学文化、

体验数学之美，内化数学价值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一、教师需要重视数学文化渗透，促进数学知识与文
化并重

在实际的数学教学过程中，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首

先需要纠正自身意识存在的一些偏差，让数学文化渗透在教

师心中得到有效的重视，让自己的数学文化知识丰富起来，

同时对相关的数学文化知识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在教学过

程中注意让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并驾齐驱，获得比较全面的

发展。

要实现以上目标，教师在具体的数学教学实施中，可以

多思考如何将具体的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元素结合，做出既

有数学知识又有数学文化底蕴的教学设计。以七桥问题的数

学文化渗透为例，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相关内容，教师可

以由一个数学小游戏来引入教学，先让学生玩一玩“一笔画”

的小游戏。教师先把一笔画的规则和玩法介绍给学生：一旦

开始动笔画线就不能中断，要把握仅有一次的机会画出不

重复且完整的路线。在画的过程中，学生开动脑筋思考，在

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思考归纳出结论：凡是由偶

点组成的连通图，一定可以一笔画成，画时可以把任一偶点

为起点，最后一定能以这个点为终点画完此图。凡是只有两

个奇点的连通图（其余都为偶点），一定可以一笔画成，画

时必须以一个奇点为起点，另一个奇点则是终点。而其他情

况的图都不能一笔画出（奇点数除以二便可算出此图需几笔

画成）。据此，教师可以引出这一游戏中蕴含的数学文化知

识——七桥问题。18 世纪的哥尼斯城堡有一条河流位于两座

小岛中，两岛与河两岸修了 7 座桥。久而久之有关这七座桥

的问题衍生了出来：居民们寻找怎样将所有的 7 座桥一次走

遍，并且通过每座桥的机会只有一次，最后要回出发点。居

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数学家欧拉想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用点表示陆地，用线段表示桥，用一笔画得出了答案，同

时他开拓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数学内容——“图论”，成为新的

数学分支。

在以上的教学设计中，教师遵循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

渗透相统一的教学原则，注重了数学知识性与文化性的平衡，

让学生在学习新数学知识的同时，也能够了解相关的数学发

展文化，在活动中有效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提高数学

教学的趣味性。

二、数学文化渗透教学需要发挥家长的作用，通过家
教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文化渗透

既然教师自身在数学文化渗透教学上缺乏有效的经验，

那么教师就需要联合其他人的力量来共同服务于小学数学文

化渗透教学，发挥群体的力量让学生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

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学生，他们对于家庭的依赖性比较强，教

师如果能有效发挥家长的力量，可以让数学文化渗透得到有

效实施。

比如在家长会和家长微信群中，教师可以和家长进行沟

通，给家长讲清楚数学文化渗透教学的重要意义，寻求家长

的支持与配合，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渗透数学文化。例如教

师可以让家长多给小学阶段的学生讲数学睡前小故事，读一

些数学绘本和连环画。比如数学概念中关于数数的内容，家

长可以给学生讲《阿呆数牛》的数学绘本，通过“每次减少”

的过程，让学生直观理解“0 表示什么也没有”的数学含义。

家长还可以通过讲《四边形寻亲记》让学生掌握四边形的有

关知识，让学生了解梯形、平行四边形、菱形、矩形和正方

形这五种四边形之间的差异。同时家长通过给学生讲述《妖

精豆豆去购物》让学生学习克与千克以及它们之间的换算知

识，并且运用绘本中天平这一工具，让学生对于重量的感知

更加直观和深入。所以在小学阶段的数学文化渗透教学中，

教师可以借助家长的力量，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

让学生既可以了解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还可以掌握具体有

效的数学知识。

三、运用微课形式开发数学文化课程资源，提高学生
数学学习的效率

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数学教学

提供了更多新鲜且高效的教学形式，微课就是其中非常典型

的方式之一。在小学阶段的数学文化渗透教学上，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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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微课这一形式进行相关课程的开发和教学资源的共享，

利用信息技术来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更加高效。

“你知道吗 ?”栏目是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最为直接的体

现，栏目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有关数学的阅读资料，其中

以数学史的介绍和数学课外小知识为主。比如我国古代的算

筹、古埃及的象形数字、乘法口诀、分数、小数和小括号等

多方面的数学知识。还有一些有趣的数学名题，用“奇”来

吸引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探索欲望和探究精神。数学与

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让学生感悟数学的应用广泛性，明确

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比如指南针、时区划分、闰年等，还有

课外的拓展知识，像数字黑洞、完全数、哥德巴赫猜想、黄

金比、七桥问题等，这些内容的教学教师都可以运用微课的

形式来呈现。以圆周率教学为例，先让学生准备好一个圆形

的辅助教具，比如小圆片、圆纸片等，然后在开始时用微课

展示一段圆周率数学科普和祖冲之的相关介绍的小视频，之

后教师再运用微课中设计好的环节引导学生去测量圆的直径

和半径，让学生滚动一下小圆片或圆纸片，测量出纸片滚过

一圈的长度，通过独立思考，发现和归纳出直径与周长之间

的关系。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发现同一个圆内，周长总是比直

径的三倍多一点这一结论。教师再让学生结合数学文化知识

概括出圆周率的概念。

通过微课进行数学文化渗透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

习数学知识的效率，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文化，构建数学

知识与数学文化的内在联系。

四、开展文化活动，感受数学魅力

活泼好动是小学生的显著特点，和直接式教学方法相比，

他们参与活动的兴趣更为浓厚。因此，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想方设法地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是提高学生数学学习

能力的关键所在。教师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学文化活动，

让学生可以在个性思考、独立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积累

更多数学活动经验。

例如，在教学“百分数的应用”时，为了能够引导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可组织开展数学

文化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切身感受数学知识的

独特魅力。课前，教师引导学生系统复习百分数的有关知识，

之后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好吗？”学

生异口同声地说：“好！”教师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展开分

组，要求各小组学生通过合作完成小组任务，在规定时间中，

哪个小组得分最高便获得胜利。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迸

发出绚丽的思维，同时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

了数学的魅力。

总而言之，教师不能只重视传授理论知识，还应注重数

学思维的培养，进而强化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为了在小学

阶段更好地进行数学文化渗透，教师需要结合实际找到有效

的策略，让学生在学习和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了解更多的

数学文化，收获不一样的数学学习体验，拓宽他们的数学视

野，提高数学文化素养，感受数学的魅力，体验数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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