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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职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和途径

杨 慧
(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江阴 214433)

摘 要: 在中职的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学情况不尽理想。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将会是解决问

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本文主要从意义和常用途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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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mathematics teaching，mathematics’teaching situation is not ideal. Through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infiltration of mathematics culture in teaching will be a good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from meaning and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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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行的《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数学课程教学

要求》在课程理念中明确提出: “数学是人类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

史、应用和发展，数学的社会需求，数学科学的思

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
然而，在中职的数学在教学过程中却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因为中职生本身的特点，也使得数学文

化的渗透变成了一种虚幻的现象，老师们并没有

因为放弃数学文化的渗透而赢得更多的时间在教

学上，中职学生也没有取得更好的数学学习效果，

结果造成了双输的局面。笔者试图以日常教学为

例，谈谈中职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必要性

和途径。
1 意义

1. 1 提高中职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数

学的认识不断在提高。例如美国在 1990 年就在

《振兴美国数学———90 年代的计划》中指出: 没有

相当的数学知识就是没有文化，就是文盲; 扫盲就

是要扫数学盲。然而中职生中数学学习现状令人

堪忧，他们认为数学是没用的、枯燥的、难的，因此

对数学学习也就没有兴趣了。如何转变这种状况

呢? 数学文化是一条很好的途径。数学文化不仅

包括数学的精神、思想、观点和方法以及它们的形

成和发展，还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

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关系、
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各个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将这些内容有机地与数学

知识相结合，将学生从单一的、机械的做题中解救

出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1. 2 改变中职生的数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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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中职生的概念中，数学是班级中成绩

好的、聪明的人才能学会的，他们自认是学渣，是

学不会数学的。通过数学文化的渗透，在潜移默

化中，让学生认知，数学家们在发现定理或结论的

时候，也是要经历困难挫折的，有的数学问题要通

过几代数学家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数学家们

是靠着他们的热爱、勇气、执着，才会取得成就的。
所以中职生要学习这种优良品质。数学文化的渗

透，还让学生知道数学能用于各行各业，如管理、

会计、统计、计算机，甚至于烹饪，所以数学是有用

的。数学文化的渗透还能让学生从枯燥的数学知

识点中提炼有趣的东西，如背景、应用等。所以数

学文化的渗透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数学观。
1. 3 提高中职数学教师的数学文化修养

教育界有这样一个观点: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

师就必须有一桶水。中职教师要能在课堂上渗透

数学文化，首先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同时还要

钻研教材，挖掘数学文化资源，以便在课堂中能自

然渗透。教师对数学的观点改变了，相信学生的

观点也会有所改观。
2 途径

王梓坤教授说过: 数学文化具有比数学知识

体系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数学文化是对

数学知识、技能、能力和素养等概念的高度概括。
从这里可以看出数学知识是数学文化的载体，在

数学文化的渗透过程中，不能撇开数学知识，撇开

教材。所以在中职数学教学中，教师要立足于

教材。
2. 1 挖掘教材中的历史故事

( 1) 从知识点的背景渗透

数学知识的背景故事，能吸引中职生的注意

力，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帮助他们理解

数学知识，了解知识产生的原始动力，对知识内涵

和外延的理解会更为透彻。
例如，教师在讲《概率》这一知识点时，可以

介绍 概 率 的 起 源 中 著 名 的“分 赌 金 问 题”。在

1651 年的时候，法国贵族德梅勒向法国数学家帕

斯卡提出一个分赌金的问题。他和朋友约定，每

人准备一样的赌金，谁先赢 5 局，就可以拿走全部

赌金。结果因为某些原因，德梅勒赢了 4 局，他朋

友赢了 3 局的时候，他们结束了赌博。问题来了:

赌金该如何分配?

这个故事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

们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参与到分赌金的问题中来。
当老师讲数学家帕斯卡、费马、惠更斯等经过 3 年

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告诉他们，会激发学生问“为

什么?”老师还可以告诉他们概率的相关知识正

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如游戏中的公

平性问题，天气预报中的大数据分析等等。带着

问题和好奇参与到数学学习中，学习效果会得到

提高。
( 2) 从题目的背景渗透

数学题目博大精深，很多题目都有其文化背

景，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避繁就简，删去这些背景，

看着好像变简单了，同时也会使学生觉得数学更

枯燥。
例如，在讲《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的时候，可

以请学生解决这样的问题: 某公园的门票每张 30

元，15 人以上( 含 15 人) 的团体票八折优惠，那么

不足 15 人时，怎样购票最省钱?

这是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学生很可能在生活

中遇到过，那么用不等式的相关知识，就能解决这

样的实际问题，所以数学也不是那么无用。
( 3) 从课堂结束语中进行渗透

一堂课的结束，并不是学习的结束，所以教师

在结束语中应该注意到不仅要将现在所学内容整

理、归纳，还要注意升华或为下节课做好铺垫。

例如，在《集合》相关知识学习结束后，可以

引导学生阅读: 线段上的点和直线上的点一样多

吗? 这样的科学小文章，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

无限集，了解无限与有限的本质区别。可以对有

兴趣的同学讲讲“希尔博塔旅馆”的问题。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慢慢发现只有抓住问题的

本质，才能更轻松愉快地学习。
2. 2 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品格

数学的文化品格指数学训练在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生活方式中潜在的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受

用终身的品格。比如，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柏

拉图学园”，这是个哲学学校，但是在校门口却张

贴着“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能入内”。这并不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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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的课程需要几何作基础，而是看中了数学的

文化品格，数学的学习能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

为学习其他课程提供帮助。
例如，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强调做题的格式的

规范，定理、定义应用的规范等，其实是在培养学

生的规范意识，这种意识是能够迁移的，它会使学

生在面对社会法律、秩序、公德的时候，形成一种

内在的自我约束力。
再如，数学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抽象、归纳、

总结，需要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多个简单问题解

决，或是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这种品格，经过迁

移就是创新，帮助学生以后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

能有办法解决。
数学的文化品格，不同于数学知识，它暗合了

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 “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

校所学的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对学生而言，

这是受用终身且不可替代的。
2. 3 挖掘教材中的数学方法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 掌握基本数

学思想和方法能使数学更易于理解和更易于记

忆，…，领会基本数学思想和方法是通向迁移大道

的光明之路。数学方法的掌握，也能帮助学生在

数学学习中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数学方法，

并不能像知识点那样教授，只能“润物细无声”地

渗透。最后让学生认识到这种数学方法可解决一

类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比如，在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的时候，要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有意识地进行。在第一章集

合中，出现数集的时候，就要引导学生去画对应的

数轴，将不等式与数轴上的点对应起来，告诉学生

这就是数形结合。接着在不等式的教学过程中，

更要处处引导学生画数轴，使学生达到一种直观

反映: 数与数轴上的点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函

数教学过程中也不要放弃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渗

透，一些简单的函数要能直接画出草图，要能够通

过图像来得出函数所具有的性质，告诉学生这就

是数形结合。在直线和圆的教学中，更是要有图

有方程。这样一系列的过程下列，学生对数形结

合会构出自己的认知，遇到新问题如二次曲线，也

会有相应的方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会

更好地理解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对数形结

合所著的小诗:“数形本是两相依，焉能分作两边

分。数缺形时少直觉，形缺数时难入微。数形结

合百般好，隔裂分家外事休。几何代数统一体，永

远联系莫分离。”
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意志力和自信心。
此外还可以在教材中的挖掘数学的美，引导

学生学会欣赏数学的美。如圆具有完美的对称

性，对称性是一种美; 将数学中有特色的几个数结

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和谐的美、简单的美等等。
3 结语

数学文化正慢慢地引领老师、学生接受它的

熏陶，将数学文化渗透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去，让

数学再 也 不 是 中 职 生 认 为 学 起 来 最 为 困 难 的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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