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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与高中数学教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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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围绕“高中数学文化”,从数学文化与课程、数学文化与教科书、数学文化与教学设计、

数学文化与教师等四方面梳理总结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现状及研究结果，旨在为后续研究

提供方向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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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与

严密逻辑性等特点的自然学科，同时
数学是一种兼具德育、智育、美育等

多重功能的文化，数学历史、语言、内

容、思想和方法等是数学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数学教育是知识学习与

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数学文化是

数学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共同载体，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要求将数学
文化有机地融入数学课程，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当今教育中，数学文化成

为知识学习的补给者．数学文化渗

透到数学教育中，开拓出新的研究视
角与研究维度，大量的有关研究论文

应运而生.本文对以“高中数学文化”

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旨

在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与思路.

研究现状

自数学文化进入课程标准以来，

众多研究学者对数学文化的相关研

究逐年增加．截至2023年4月，在中国

知网(CNKI)以“数学文化"为主题进

行检索,有学术期刊3123篇，学位论

文1224篇；以“高中数学文化"为主题

进行检索,有学术期刊306篇，学位论

文592篇.现对检索出来的相关文献

进行分类梳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数学文化与高中数学教学相关内

容进行分析阐述.

1.数学文化与课程

(1)数学文化与课程标准.

国家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编写、教

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

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数学文化”

一词最早进人的官方文件是《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2003年版)》.
在之后的修订版本的高中数学课程

表1课程标准中的数学文化相关内容

文件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2003年版）》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提出“数学文化融入课程内容”,并对数学文化进行了
年版2020年修订）》

标准中，数学文化的重要性益发凸显.

世界其他国家的课程标准也将

数学文化融入其中，比如美国加利福

尼亚数学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欣

赏数学美和数学价值[1],新加坡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提到数学学习中的乐

趣以及对数学美和数学力量的欣赏[2].

根据历年课程标准的修改（见表

1)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随

着教学目标从应试教育到立德树人，

数学的教育重心也在发生变化.课

程标准对数学文化的定位逐渐清晰.

数学文化内容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教学过程中。
(2)数学文化与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一种

数学文化相关内容

提倡体现数学文化的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
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

提出“数学承载着的思想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

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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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补充，可以在数学与其他自然学

科之间寻找合适的契机，让学生感悟

数学文化的价值，建立科学的价值观

与世界观．陈娟等学者认为将数学

文化融人校本课程中，更能体现数学

教育的价值，实现对学生思维、创新

能力的培养[3]．刘静以数学文化为

依托,基于STEAM课程理念，本着以

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设计了校
本课程一一新新课堂[4].而面对数学

文化涵盖范围甚广，有关高中数学文

化的素材较零散，需要在多元化角度

下深人挖掘数学文化素材，选取精华

部分进行实践，从而使数学文化课程

内容更精细和完整.

2.数学文化与教科书

(1)数学文化与传统教科书.

教育改革迎来了最新版教科书

（2019年版）,部分学者对其中的数学

文化进行了研究．王嵘总结数学文

化融人教科书的四种方法一一片段

式、旁注式、问题式、短文式，并概括

2019年版高中教科书注重传统数学

文化的融人[5]陈丽萍分析最新人教

B版高中必修数学教科书，发现教科

书通过情境与问题、练习题和扩展阅

读的形式展现数学文化[6]．王彩雯对

我国人教A版和美国Glencoe版高中

数学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套

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内容的运用层

次多属于可分离型，相比之下，美国

Glencoe版高中数学教科书所传递的

文化信息比人教A版多[7]

(2)数学文化与信息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

越来越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

深度融合，认为数学文化活动与信息

技术的结合越来越密切．李娜等学

者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是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的核心[8].

研究者对数学文化与信息技术的融

合持肯定态度，二者融合主要方式一

是通过软件绘制函数或几何图形，借

助动态功能展示函数图象或图形的

几何性质；二是通过视频直观演示教

科书中的“数学阅读”,使学生从视觉

>课程教材教法

和听觉两个角度感知数学文化. 学文化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

3.数学文化与教学设计 ④有关习题与高考试题的一面.

(1)数学文化融入方式和途径. 习题作为数学教学中的重要工具，章

①有关数学史的一面.HPM(His- 金才以数学题课堂活动中心的“习题

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将历 课”作为切入点，从教科书例题的生

史、教育与数学有机结合,在教学过 活背景和教育意义人手，在解题后品

程中引人数学史有关内容，使得学生 题，回味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16]。李

不再生搬硬套公式和定理，而是通晓 双双列举高考试题中呈现“数学美”

古今数学知识的来源与出处，建立完 的部分试题，认为这是将数学文化融

整的知识体系.Glas E认为,数学的发 人高考试题的一种重要形式[17]任雨

展从零碎的数学知识开始，数学的发 停对近十年的全国高考数学卷中的

展史是真理的累积过程[9].刘西媛在 数学文化试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明确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一课中,将椭圆 数学文化试题的编制原则[18]。对于数

的研究历史融人教学中,通过构建旦 学文化渗透高考试题的情况,多位学

德林双球来研究椭圆，旨在强调转化 者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研究，而随着新

与化归思想[10] 教科书改革的实施，近年的新高考试

②有关数学美的一面．数学文 卷还有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分析.

化离不开数学史，但是不能限于数学 (2)数学文化实际应用。

史，金学顺认为，数学美能减轻学生 ①有关核心素养培养的一面.
的心理压力，可使学生变“苦学”为“乐 核心素养是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

学”,在开发智力的同时陶冶美的情 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必备品性和素质，

操[11].宁连华等学者通过美学的视角 数学文化在数学课堂中的渗透能有

来观察数学文化，追求数学美的策略 效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李院德认

在数学文化中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 为,加强数学文化教学的同时，可以

上丰富传播数学美的途径[12]数学文 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实现

化和数学美紧密相连，对学生的审美 数学学科的育人目标[19]Edwards认

教育也是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为，在高中阶段将文学与数学联系起

从数学美的角度探索数学现象，揭示 来,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

数学规律,获取数学方法. 跨学科学习[20]．基于教学案例分析的

③有关数学思想方法的一面 实践研究为数不多，针对数学文化融

日本数学教育家米山国藏认为，在研 合与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提

究工作中贯彻到底的实际上是数学 出有效的教学策略有待进一步研究.

之科学精神、思想和方法[13].张涛等 ②有关评价研究的一面应琴

学者认为，数学思想方法寓于数学知 丽以“函数”为例对数学文化隐性素

识之中，是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的教学与评价进行研究，发现教师

数学教学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更要 因为应试，缺乏对数学文化隐性素养

注重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及数学 的教学与评价[21].此外与数学文化相

思维，学生利用数学思想来解决数学 关的课堂教学评价的文献极少，数学

问题[14]。张蜀青认为,教师以康托尔 文化相关课堂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

集合作为切人点，可以科普式地让学 向的界定，以及数学文化对课堂教学

生领会集合、测度论、分形几何等数 评价会起到怎样的影响的研究还留

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方法[15].数学教学 有许多空白.

通过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规律性认 4.数学文化与教师

识,形成数学思想,进一步运用数学 (1)师范生职前教育.

思想来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问题，以及 对高中生的数学文化素养及核

与其他学科融合的问题由此可见数 心素养的要求，隐含对数学教师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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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需求.对于师范生暨未来一线 教科书中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分布情

教师的职前教育，有研究者提出：在师 况进行了纵向对比研究，对数学文化

范生大学阶段增设数学史、数学文化 融人教科书的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出

相关课程,提升师范生的数学文化素 数学文化在教科书中的编排特点；宏

养.陈天宇建议高等院校应定期举 观上与不同地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

办教学创新大赛，鼓励师范生从数学 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分析数学文化

文化、数学史的角度去设计教学[2]. 的运用水平．同时还有学者对国内

师范生对数学背景知识的重视与数 外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内容进行了

学文化的理解，为日后数学教育奠定 对比研究,探究教科书与数学文化的

基石. 融合维度.

(2)在职教师. 3.数学文化渗透教学的多重途径

相较于师范生的职前教育，在职 对于数学文化渗透高中数学教

教师的言行是学生身心培养的关键 学的研究,众多学者将数学文化涵盖

所在．鲁哈马·埃文等学者认为,教育 的数学史、数学美及数学思想方法融

和实践中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提供 入教学内容，强调传授数学知识的同

合理的教学知识基础[23]，也有学者 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引导学

基于HPM对教师培训及发展进行前 生领悟数学思想方法．但把数学文

瞻分析，如岳增成等人从模块式教 化融入习题教学的研究极少，不过也

学、教师培训项目及教师发展角度开 有学者对法国与中国教科书中的习

展科学规范研究[24]。众多研究者从理 题进行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国教科书

论出发,明确对数学知识技能与数学 中的习题里的数学文化与数学知识

史料的掌握是教师的必备能力，教师 的关联性更强．对于高考试题中的

培训可从数学史入手，以实践需求为 数学文化，笔者认为，可以重点研究
出发点进行教育取向的数学史研究. 其融人方式与编制原则.

4.数学文化敦促教师素养习成

教师培训阶段主要划分为师范研究结果
生职前教育与在职教师两个时段1.数学文化在数学课程中的

对于师范生,有学者针对大学期间开重要性日趋明显
设数学文化课程,提出增设考试与相

随着课程改革，数学文化在数学

课程中的地位凸显出来.越来越多

的数学教师明确数学文化对数学教

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融人数学教学中

来．课程标准的制定也从知识层面

上升到素质层面,研究者认同课程标

准突出数学文化精髓的同时，认可数

学知识是数学文化的良好载体，强调

数学学科的美学视角与文化价值。

也有部分研究者基于数学文化探索

相关校本课程的实践可行性,实践研

究表明，以数学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

程有助于学生感悟数学文化的价值.

2.数学文化持续融入教科书

关于数学文化融人教科书，许多

专家学者持肯定态度．众多学者对

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分析研究：微观上从数学文化在

10>2024年1月（下旬）

视角、新路径.

2.深度剖析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

内容
不论是传统的教科书授课方式，

还是新型的信息技术授课方式，数学

文化都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教科书章节前言至课后建模活动

探究都有数学文化的身影．研究者

可深度剖析教科书，使得教学内容与

隐性及显性的数学文化相融合.

3.拓展数学文化的应用领域

鉴于数学文化对于数学课堂具

有实用性，可进一步研究与探索其培

养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策略,进

一步引申与思考其评价教学的作用

关于数学文化其他方面的应用

价值有待更多研究者去发掘.
4.加强教师的数学文化培训

教师的数学文化素养对学生成

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在建

构完整知识体系的同时应伴随丰富

的数学文化背景知识,正确认识数学

文化的教育价值，与实践教学相融合.

从教育发展角度来看,应加强教师数

学文化相关理论学习与实践培训，对

于数学文化在一线数学教师课堂教

学中的实践教学策略还有待更深层

次的研究.

关性比赛等教学建议；也有学者从数 总结
学文化教材入手，提出培养师范生数 现阶段课程标准将数学文化推
学文化等有关方法，但具体的实践研 向研究热点，引发数学教育研究者关
究为数不多.对于在职教师,有学者 注，不断涌现出了大量相关文献．但
基于HPM对教师培训及发展进行了 现阶段数学文化主要以课程导入及
前瞻分析．数学文化与教师发展相 教科书阅读等显性形式融人高中数
因相生，教师通过数学文化对数学知 学教学活动中，研究重点侧重于教学
识背景追根溯源，有助于拓展教师的 案例．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不仅体
数学素养，为教师探索教学方法提供 现在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层面，还体
新思路. 现在更深层次的学生数学素养及价

值观的培养层面,这有待研究者进一

研究建议 步发掘.

1.多元化提炼数学文化素材

数学文化涵盖范围较广，基于高

中阶段的学习内容，不能局限于数学

故事，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多元

化数学素材，为数学课堂教学提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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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函数不像一次函
数那样按同一速度增长，

而是越来越快，呈爆炸性

增长，

对数函数比较适合于
描述增长速度平缓的变化

规律.

图3指数、对数函数的隐喻

图3是人教A版高中数学教科书必修

第一册4.4.3不同函数增长的差异”

中的两个旁白,其中“爆炸性”和“平

缓"分别是对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

一种比喻。两个十分贴切的函数图
象通过对比强烈的形容词，使学生深

刻记忆两个函数图象的特征，轻松区

分两个函数图象.数学由于其抽象

性让很多学生望而却步，但数学源于
生活，将数学知识采用隐喻的方式呈

>课程教材教法

现给学生，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不 参考文献：
仅可以表现其应用性，还可以帮助学 [1］王嵘.百年高中代数教科书变迁的

生去理解．教师在教学中巧妙地应 特点与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

用旁白，选择适当的解释性词语描述 2017,37(10):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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