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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合

●张丽霞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数学教学中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数学作为一

门基础学科,不仅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更有助于传承和发展我国的优秀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数学

教学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数学素养,以及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基于此,本文详细分析了传

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合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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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添加，而应该是在教学内

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评价的改进等方

面，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使之与数学教学有机融合，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

探究、思考、实践，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合意义

(一)提升数学学习的趣味性

故事和典故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融入数学教学，能

够显著提升学习的趣味性。 刘徽的“割圆术”、祖冲之的

“缀术”等不仅仅是数学算法，它们背后的故事富含智慧和

教育意义，这些故事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此

外，我国古代棋艺和算盘等蕴涵深厚的数学元素，将这些元

素转化为教学游戏，能让学生在娱乐中学习数学知识。 如

通过算盘学习计算，不仅能提升计算技能，也能感受到古人

智慧的结晶。

(二)促进数学思维方式与技能的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学元素，如“天元术”“割补术”

等，都体现了特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维方法。 将这些

古老算法纳入数学课程，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而且

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传统算法

往往要求较强的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学习这些内容

的过程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创新思维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合路径

(一)走近数学名人

将教科书与数学教学相结合，对那些数学家的成就及历

史事迹进行介绍与研究，有助于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

趣，喜爱人类文明的成就，热爱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

《庄子·天下》篇中，曾提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

不竭”的哲学思考，这是对无穷概念的早期哲学表达。 而

墨家学派的《墨经》对“圆”的理解，则与欧氏几何中的圆

概念大体相似，且比欧几里得早了一百多年。 刘徽通过出

入互补法计算平面图形面积，并用割圆术精确求得圆周率约

为３．１４１６，这一成就在当时是数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沈括

不仅在数学上有所建树，还在天文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撰写的《奉元历》取代了陈旧的历法，并且以《十二气

历》替代了阴阳合历，推动了历法学的进步。 祖冲之则是

世界数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首次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七

位的精确值，并与其子祖恒合作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问

题，推导出了球体体积公式 V＝４/３π狉 ，至今仍被广泛使

用。 这些成就不仅展示了我国古代数学的高度发展，也体

现了传统文化对后世数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二)搜集数学史料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适时引入我国数学史的宝贵资料，

不仅能够增添学习的趣味，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这样

的教学手段，既丰富了课堂内容，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

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以“圆”一课为例，在学生掌握

了圆的概念后，教师可以介绍《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

等我国古代数学文献中关于“圆”的描述和计算方法，如

“勾股定理”在《周髀算经》中的运用，以及《九章算术》

中对圆面积的求解方法。 展示刘徽如何使用几何方法来近

似求解圆周，以及祖冲之如何计算出圆周率的七位小数精

度。 探讨“圆”在古代文献中的数学价值，并结合墨子学

派《墨经》中的“一中同长”原理，解释古代数学家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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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应用圆的性质的。 同时，分析这些古代算法和原理

与现代数学知识的联系和差异。 在讲解史料后，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开展一个关于“圆”的历史与实际应用讨论环节。

探讨古代“圆”的知识是如何影响现代数学、物理学甚至工

程学的，如：机械齿轮设计、天文学计算等领域。 在教学

结束后，教师还可以布置几个课后活动，引导学生继续搜集

史料，感受古人的智慧。 如：让学生收集和整理与“圆”相

关的古代数学史料，制作成一个档案，增进对古代数学知识

的理解。 采用刘徽的“割圆术”或祖冲之的方法，让学生

尝试亲手计算圆周率，并与现代的计算方法进行比较。

(三)欣赏传统图案

我国传统图案以其多样性和丰富性著称，不仅见证了我

国历史深度和社会进步，而且成为全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图案变化多样，质朴而深沉，透过它

们的纹饰与结构，得以窥见历代的制作技艺及我国民族持续

不断的文化遗传。 以“图形与几何”一课为例，教师可以

将主题定为“传统图案与几何图形的美学探索”。 课堂开始

前，教师需要准备我国传统图案集锦(如：云纹、回字纹、

莲花纹等)，几何图形工具(如：尺、圆规、画板等)。 课堂

开始时，教师先展示我国古代建筑、服饰、器皿等物品上的

传统图案，激发学生兴趣。 然后教师提问学生对这些图案

中的几何元素的见解，以及如何用数学知识来描述。 然后

将学生分为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传统图案，分析其构成

的几何图形，例如，云纹中的螺旋形、回纹中的对称性、莲

花纹中的圆形和曲线。 教师指导学生使用几何工具来绘制

图案中的基本图形，并讨论如何运用几何知识(如：对称、

比例、相似与全等)来分析图案的美学规律，研究传统图案

中的几何知识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如：平面装饰艺术、建

筑设计等。 在各小组研究过后，尝试将学到的几何知识用

于设计一个新的图案，可以是对传统图案的现代演绎，也可

以是创造一个全新的设计。 通过以上环节，学生不仅能够

学习到几何知识，还能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与数学的结合

之美。

又比如，在探讨图形的对称性与旋转时，可以借助故宫

的宏伟布局、天坛的严谨设计、京剧脸谱的色彩对比，以及

福娃的造型特征等富有我国特色的图像。 学生在赏析这些

图形之美的同时，能感受到对称之美的魅力，并深入认识到

古代建筑和文化的内涵。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的数学

学习兴趣得以显著提升，从而实现教育的多重价值。

(四)经典问题探究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一些数学问题是和传统文化密切

相关、流传至今的。 如“鸡兔同笼”“长绳测井”“藏题诗”

等，透过这些趣味盎然的问题，能唤起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热爱。 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研究“几个老头去赶

集，半路买了一堆梨，每人一个多一个，每人两个少两个，

几个老头几个梨？”这一“藏题诗”，在解决这一问题时，

可运用二元一次方程，设老头数为x，梨的数目为y，推导

过程如下所示。

根据藏题诗可知：y＝x＋１(每人一个还多一个)，y＝２x－

２(每人两个还少两个)，解这个方程组，可得x＋１＝２x－２，

解得x＝３，将x的值代入任一方程式中求y，即y＝３＋１，

所以y＝４，故有３个老头，４个梨。

这类题目不仅是历经千年依然广为流传的经典数学难

题，更是古文和诗歌与数学智慧的完美结合。 在解读这些

题目、设计解题方案，以及探索与交流解题过程中，不仅能

充分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能深刻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五)故事情境引入

在传统文化中，数学不仅仅是冰冷的符号和抽象的概

念，更是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比如，在讲解

“负数”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负数的历史。 我

国古代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就有“正负术”(同名相

除，异名相益。 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 其异名相除，

同名相益。 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这是世界上最早记

载负数的数学文献之一。 在学生了解古人对“正负术”的

理解后，创设一个与古代中国相关的故事情境，比如，古代

的商人在做生意时使用账本记录盈亏，盈利用红字表示，亏

损则用黑字记录，这些黑字就可以引入为“负数”。 在故事

中穿插像祖冲之、刘徽等我国古代的数学家，讲述他们在数

学上的成就，特别是他们对负数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使学生

对数学产生兴趣，从而更加专注于数学学习。 在讲解负数

后，教师还可以引入我国传统的阴阳理论，阴阳相对，正如

负数和正数的关系，这种哲学思想的引用，可以帮助学生从

文化层面理解正负数的概念。

(六)传统算具操作

在学习“负数”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入传统算具

(如：算盘)进行课堂讲解，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提

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先通过图片或实

物展示其结构，解释在古代，算盘是如何帮助商人和学者进

行复杂的数学运算的，这里可以提到算盘的“珠”可以代表

正数，而“空位”可以象征性地代表负数。 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亲手操作算盘，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 在操作算

盘的同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讨论负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

用，比如，银行账户的透支(负余额)，气温的降低(零下温

度)等，让学生认识到负数的实用性。

又比如，在学习“位置与方向”这一课时，引入我国古

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 课堂开始时，教师先介绍指南

针的历史背景，讲述其在古代航海和探险中的重要作用，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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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项发明的文化意义。 继而展示指南针的结构，讲解其

工作原理，包括磁针的指向性和地球磁场的作用。 演示如

何使用指南针确定方向，让学生观察指南针的磁针如何指向

地理北极的。 然后将学生分为小组，组织学生分组操作指

南针，引导他们找到教室的东南西北等方向。 例如，设计

一个“寻宝游戏”，要求学生使用指南针找到藏有“宝藏”

的方位。

(七)数学、文化、节日相结合

在数学课堂上，不仅可以引入传统算具，还可以引入传

统节日，加强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融合，培养学生的文

化素质。 以“概率”一课为例，教师可以将其与传统文化

元宵节相结合，通过传统游戏“掷骰子”引入概率统计知识

点。 掷骰子是元宵节的传统游戏之一，教师可以利用这一

游戏来讲解概率的基本概念。 比如，通过掷骰子来统计不

同点数出现的频率，引导学生发现每个点数出现的理论概率

是相同的，即１/６，引出等可能概型的概念。 在游戏过程

中，让学生记录下每一次掷骰子的结果，然后进行数据的收

集与整理。 通过实验和统计，学生可以了解到大数定律，

即当试验次数足够多时，各点数出现的频率稳定在理论概率

附近。 为了提高游戏的趣味性和教学的深度，还可以创造

一些变式的掷骰子游戏，比如，同时掷两个或多个骰子，分

析两个骰子点数和分布情况，引入复合事件的概率计算。

除了数学知识的学习，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概率在实际

生活中的应用，如：天气预报、保险计算等。 让学生认识

到概率统计不仅仅是抽象的数学概念，它与人们的生活也息

息相关。

(八)数学历史融入课程

在启发学生探索新数学概念或定理时，教师可以巧妙地

先描绘出那些概念背后丰富的历史故事。 例如，从古希腊

神话中的几何学奇迹讲起，或是叙说阿拉伯数字如何从印度

流传到世界各地，抑或是叙述《九章算术》如何为我国数学

奠定基础的。 这种故事化的介绍，能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好

奇心和兴趣。 教师还可以将数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

文学、艺术等紧密相连，展现出数学在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

的丰富面貌。 此种融合数学历史的教学法，使得原本可能

显得索然无味的数学知识，变得有趣起来，又富有意义。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是在学习数学，更是在体验一段

段历史的传奇，感受数学这一古老学科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而发展，以及它如何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紧

密相连。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数学一直被视为一种

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智力锻炼方式。 从古代至现代，许多优

秀的数学家都曾经深入研究过传统文化与数学的关系，并从

中获得了灵感。 由此可见，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这一传统资

源，发掘其中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进一步提高小学数学课堂

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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