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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数学文化思维的培养策略
罗凤莉

四川省渠县第五小学　635200

摘　要：基于核心素养培养要求，小学数学文化教育应当与知识教育放置在同等地位之上。通过对教材进行回顾不难发现，

小学数学教材当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数学文化内容，这些数学文化资源是培养学生数学文化思维的宝贵财富。教师可以采用生

活化的数学文化和故事化的数学文化两种教学方式，通过场景引导带动学生感受数学文化内涵，形成数学文化精神，更加积

极主动地投入到数学学科学习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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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素养是近年来数学教育领域提出的新概念，这

一概念主要指称的是数学文化思维的运用能力，要求通过文

化层面的教学方式，来巩固学生的数学认知，帮助学生形成

以文化层面进行数学思考的思维能力。通常情况下，数学文

化思维素养应当包含数学知识、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

情感等相关内容，在小学数学奠基阶段，教师教学中应当尝

试有意识地利用数学文化资源来进行数学文化思维的培养，

引导学生能够从文化视野中理解数学，感受数学，形成数学

学习的动力。

一、小学阶段数学文化的表现形式

数学文化是一种复合概念，其中包含了数学思想、数

学资源和数学历史。对于小学阶段的数学接触来说，数学

历史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是扩充数学资源，引导数学思想

的主要场景。以数学核心素养教育为前提，小学数学教育

应当从数学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三个方面来进行教学引导，而数学文化思维可以通过数

学历史故事的形式，融入到教学场景之中，引导学生在形

成数学关注的同时，不断产生数学想象，意识到数学本身

所拥有的价值信息，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数学知识

的学习当中去。

二、小学阶段数学文化思维的主要内容

（一）数学感知思维

首先是最为直接的数学感知思维能力。数学来源于现实

世界和人类生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今天学生们接触

到的数学，也是一代又一代数学家在不断的探索求知中总结

的规律和经验。小学阶段数学教学，可以通过数学历史的讲

授方式，将数学历史当中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历史名题等内

容融入到教学当中，帮助学生跳出单纯的数学知识认知，感

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形成更为强烈的数学感知能力。

（二）数学美学思维

数学知识并不仅仅是冰冷的逻辑规律，其中蕴含着整洁、

简单、有规则的美学体验。在数学文化教学中，教师要善于

从数学知识系统当中挖掘数学本身的美的体验，引导学生对

数学中所涉及到和谐简单、对称奇异等美妙体验进行感受，

理解数学的精神和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数学知识还强调不

断地进行创新和创造，数学家们在数学的追寻和创造中，继

承并发扬了数学的生命之美，大量的数学新的创新和突破，

使得数学更加具有神秘、没有穷尽的意蕴之美。学生可以在

不断的数学之美的感受中，形成数学情感。

（二）数学应用思维

数学与生活联系十分紧密，学生通过数学学习，需要最

终应用到生活当中，形成生活层面的数学理解，在思维认知

上，建立起数学 - 生活的对照。小学阶段学生对于外部生活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不断的数学探索当中，能够更多地发

现数学规律，感受到数学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视角与生活场景

之间进行交流。学生在效法数学家的生活关注与探索后，逐

渐养成了对于生活问题的追逐求索的能力，开始尝试利用数

学思维来解读生活，品味生活。数学的应用是一种思维认知

上的文化应用，对于小学数学教学来说，教师还需要从数学

应用的视角出发，对学生的数学文化思维进行引导和培养。

三、小学数学教材当中的数学文化分布

（一）小学数学教材当中所涉及到的数学文化

目前小学数学教材当中，有着大量的以体现数学文化内

涵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阅读与思考栏目之中，部分内容

则以习题的形式出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较为典型的数学文化是从传统数学历史和数学成果出发

的数学介绍，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中涉及到的数学文化内容

极为丰富。其中二年级数学教材当中包含了乘除号的来历、

古代算盘的使用、七巧板等。三年级教材当中则涉及到了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平年闰年的来历以及古代数

学家杨辉的数学事迹；四年级教材中介绍了中国数学家华罗

庚；五年级的历史故事内容较为丰富，其中包含了田忌赛马、

韩信点兵、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六年级内容则包含了我

国十分著名的数学习题“鸡兔同笼”。从内容情况来看，小学

数学所涉及到的文化内容，主要以数学家和古代数学理念为

核心，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数学文化内容，有着较强的故事

性，其中蕴含着数学知识，同时也蕴含着数学精神。例如陈

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数学故事，笔者

在教学中讲述这一故事时，学生聆听十分耐心，并被陈景润

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对于数学知识的追求精神所打动，

起到了极好的教育效果。

（二）主要涉及到的数学文化类型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主要以基础知识性教学为主，绝大

多数内容为基础的数学认知，学生学习到的数学知识难度一

般，但是覆盖面积相对较广，其中代数、几何、统计概率等，

在小学六年级的教材当中都会涉及到。而从实际的教材编写

情况来看，六年级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贯穿其中，完成了

几乎全部内容的覆盖。不过与教学设定相类似，数学文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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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集中在数与代数部分的内容之上，大部分数学文化知识

都是以代数内容呈现出来的；其次为图形与几何，所涉及到

的如杨辉三角、七巧板等内容，便是图形与几何部分的内容。

相比之下，统计与概率和综合实践内容，主要集中在小学六

年级，学生对于这部分内容的掌握难度较高，小学阶段知识

内容的深度较浅，相应的涉及到的数学文化知识也是整个小

学教学系统中最少的。对于教师来说，应当在数学文化思维

教学中分清主次，认识到数学文化的教学重点，尝试通过文

化教学引导学生进入到文化场景当中，感受数学文化所独有

的魅力，形成数学情感，更好地参与到数学学习当中来。

四、数学文化思维在小学数学教学当中的设计运用

（一）进行数学文化内容的模式设计

教材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内容众多，教师在进行教学中，

应当对文化资源与外部相关辅助性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合理

的教学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发挥出数学文化的教育感染功能，

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小学阶段学

生的认知特点，设置“生活化的数学文化”、“故事性的数学

文化”两种教学模式，分别进行数学教学展开。其中生活

化的数学文化主要是从生活情境出发，学生在观察生活情境

中的一些数学规律和数学问题时，形成的数学联想。在整个

联想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相关的数学文化教学，帮助学生

联系生活，加深理解。例如生活当中常用的成语“三下五除

二”，“二一添作五”等，是学生们较常听到的词汇，但是学

生们对于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并不理解。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

以这类成语为切入口，通过背景介绍的方式引入“中国古代

算盘”文化知识，使学生形成学习兴趣；另一种是故事性的

数学文化教学，在教学当中，教师主要通过讲述数学故事的

方式，吸引学生，帮助学生了解数学文化的历史背景和伟大

创造，在数学文化中受到触动。教师可以选择趣味性的小故

事，通过巧妙的语言讲述，层层递进引人入胜。例如在进行

华罗庚的故事讲述中，教师可以着重从华罗庚的数学成就和

艰苦朴素的求知过程角度出发，帮助学生感受华罗庚对于数

学的热爱和付出，其中可以穿插华罗庚在初中二年级时回答

王维克老师提出问题的故事，帮助学生感受华罗庚的敏捷思

维和十分扎实的数学基础，令学生感受到数学文化的魅力。

（二）进行类型化 的数学文化引导

小学数学中涉及到的数学文化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故事

层面，其中蕴含着数学精神、数学的思想方法以及数学情感

态度价值观等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可对教材内容中的各类

数学文化进行整理，结合类型划分，设定相应的教育目标。

例如数学精神方面，杨辉的故事、华罗庚、陈景润的故事，

可以作为文化例证，引导学生通过聆听故事的方式，感受数

学不懈探索、勇攀高峰的宝贵精神；在田忌赛马、韩信点兵

等故事中，隐含的是中国古代超前的数学智慧，这部分内容

可以为学生提供新颖的数学方法，引导学生形成数学的创新

思维；而七巧板、0 的故事等，则是数学的情感态度，强调

在数学学习中，应当不断践行严谨谦虚的宝贵数学态度，能

够积极合作，发现数学中的逻辑和谐之美，形成对于数学学

科的正确认知，产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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