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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下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影响

摘要

本人结合数学史课程标准，着重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理

解，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和创造精神等几个方面来谈论了数学

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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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affected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ole of math history in math education from t he following aspect s : 

t he new math course standards ，motivating student s’ interests in math learning to further their 

under standing of math knowledge ，andcultivation of student s’ innovative abi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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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进行。“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新的课程

评价观，强烈冲击着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它要求教师改变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教学方

式 、教学行为，确立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念并改革原有的教学方式。新课程标准的实施，

既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契机。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及普通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已颁布。在两个标准中，都强调了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

作用。教师要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不但要教会学生数学知识，更应让学生了解知

识产生的背景及历史。

在新一轮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中，数学史首先被看作理解数学的一种途径。教材中应

当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史料、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数学家介绍、背景材料等，还可以

介绍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如建筑、计算机科学 、遥感、CT技术、天气预报等)，

这样在对数学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体会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义务教育

阶段各科课程标准都围绕三个基本方面：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对于理科课程，还包括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尝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

融合。



2

2．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地位

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本来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数学史是学习数学、认识数学的一门

学科。人们要认识数学概念、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增加对数学学科的了解，建

立数学的整体意识，就必须运用数学史作为补充和指导。数学与数学哲学、科学哲学，

与社会史、文化史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内容涉及什么是数学、数学

与人类思想的革新、数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关系、数学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数学与其他

学科的联系不仅具有沟通文、理的性质，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数学的文化内涵，对于培

养文、理兼通，“学、才、识”兼备的数学专业人才有重要意义。“学、才、识”，即

知识、能力以及见识和思想，其中“识”是引导知识和能力走向何方的根本性问题。如

果数学教学只停留在数学理论本身的学习上，甚至对数学理论的实质也没有深入探究，

学生就不可能理解依托于数学知识体系之上的数学思想和信仰，不可能理解贯穿于数学

研究活动中的科学精神( 包括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 与数学的美感及

鉴赏能力，不可能理解与数学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准则等数学文化的底蕴，更不

会形成“才”与“识” 。因此，学习数学史是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数学教学的内在

要求，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数学观念、数学能力、数学整体意识有特殊

意义。其中中学数学又由其基础性，更是非学好不可，专业知识与历史知识总是互为补

充的。就是说，不仅研究、学习历史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数学史是学习数学、认

识数学的工具；而且学习专业知识也同样需要用历史知识帮助分析和思考。《数学课程

标准》 指出:“数学课程应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因此，让学生了解数

学课程的发展历史是促进数学学习的必要途径。利用数学史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本

质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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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影响

3．1 数学史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人的情意领域( 情感、态度、兴趣和价值观等)中最为活跃的成分，兴趣的形

成有利于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永远胜过责任心 

。”而且新课标中也提出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应该把情感、态度的培养作为教学

中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对数学学习产生浓厚兴趣，而兴趣在学习中所起

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教师要努力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至

少不要使学生厌恶数学。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会压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主张在教师精心引导下，教学方法应该多种多样，以使学生逐渐产生

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可以说一个教师教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培养学生对该学科的

兴趣并使其能长久地保持下去。在实际教学中一般应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注意每堂课的开始，每节、每章及整个课程的开始，使学生有兴趣，能吸引其

注意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第二：针对青少年心理，可以采用故事方式，语言要生动，富于启发性，使学生常有

新鲜感。了解数学史，能增长见识，开拓视野，产生对数学的好奇心，增强对数学的兴

趣。华罗庚、陈景润都是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华罗庚促进了奥林匹克数学的发展，陈景

润与歌德巴赫猜想的故事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牛顿由苹果自然落地而发现、提出了万

有引力 ， 在力学研究史上是一次很了不起的发展；爱迪生不畏困难，对科学执着追求，

才博得了“

发明大王”的称号。又如，高斯7岁那年上学了。两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1787年高斯

10岁，他进入了学习数学的班次，这是一个首次创办的班，孩子们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

过算术这么一门课程。数学教师是布特纳( Buttner) ，他对高斯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高斯10岁时算出布特纳给学生们出的将1到100的所有

整数加起来的算术题，布特纳刚叙述完题目，高斯就算出了正确答案。不过，这很可能

是一个不真实故事。据对高斯素有研究的著名数学史家E.T.贝尔( E.T.Bell) 考证，高

斯10岁时，布特纳刚叙述完题目: 81297+81495+81693+⋯+100899，高斯就算出了正确答

案。贝尔根据高斯本人晚年的说法而叙述的史实，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而且，这更能反

映高斯从小就注意把握更本质的数学方法这一特点。听了这些故事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

都会准备着为科学的发展而努力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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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数学是以概念为起点，以公理、定理为依托，用各种思维方法总结出来的一个学科

体系。一个概念只有在与其历史背景联系时，才能容易被人所理解、所接受。数学课本

中的数列概念，经过人们多次加工，为了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那些刀斧的痕迹随处可

见。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告诉我们，学生只有利用已有的知识重新组合，来理解现在的

新知识，才能达到最深刻的主体建构，才能真正地理解。教师只有把课本的内容放到历

史的背景上考察，才能求得自己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史可以提

供各种数学历史背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原始思考，来龙去脉，获得真正的理解。外尔

(H.Weyl ，1885～1955)说过“除了天文学以外，数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古老的一门科学。

如果不去追溯自古希腊以来各个时代所发现与发展起来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

能理解前50 年数学的目标，也不能理解它的成就。”数学史知识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例如，在勾股定理的教学中，教师若能为学生提供勾股定理发展的全过程。古

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以及古代中国如何不约而同地独立发现勾股定理，又如何给出

不同的证明。古巴比伦关于勾股数的发展，一直到费马大定理的提出与证明。现代人们

用勾股定理来联系外星人，以及介绍我国科考队用勾股定理来测量喜玛拉雅山的海拔高

度来加深学生对“勾股定理”的理解和学生对学习数学课的热情。

3．3 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

数学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主要数学知识本身的理解，认识其应用价值和文化价

值，体会到数学发明创造过程中的火热思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而且通过数学

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到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把握数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从而能

够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岸，鸟瞰所学知识在数学发展过程中地位、作用，从整体上加

以认识和把握，组织起结构良好的知识网络。而“通常一些课程介绍的是一些似乎没有

关系的数学片段。历史可以提供整个课程的概貌，不仅是课程的内容互相联系，而且使

它们跟数学思想的主干也联系起来。”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由于学生缺乏数学史知识，

虽然学了许多知识，但却不知所学知识有何用，不知所学知识在数学学科中的历史地位

和作用，这是可悲的，也是不应该的。数学家庞加莱指出: “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

未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所

学知识，适当的途径是了解和学习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在谈到数学史对学生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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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时，丹麦数学家皱腾(H.G.Zouthon)更进一步地指出:“学

生不仅获得了一种历史感，而且通过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学科，他们将对数学产生更敏锐

的理解能力和鉴赏力。”实际上，皱腾在数学教学中也是经常这样做的，值得我们学习。

数学史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对于中学生来说，应该掌握人类最基本的

数学知识，而不是数学的偏题、难题、怪题，应该知道数学史上起转折作用的数学知识。

例如，笛卡尔、费马的几何代数化；从欧几里得几何到非欧几何；微机分的创立和发展；

康托的集合论等等，是人类文明的最基础的部分。

3．4 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创造性思维能力

近年来数学教育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创造性思维能力。人们

普遍认识到，数学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学生掌握数学理论知识，而且在于使他们具有一

定的数学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能力，不是为了培养数学家，而是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基础。由于培养学生的数感，

数学观念和数学思想，概括地说，是为了扩展学生头脑中的数学空间。数学空间不仅依

靠一些已得的知识构成，更重要的是借助与所学知识的生长点和开放面，以及数学思维

过程。

一般来说每个数学课题或问题，都蕴涵着一个到几个关键性的思想属于需要探究思维

的部分，而其他部分，则属于常规的复现思维部分。但是数学教学常常把探究部分轻易

地转换为复现部分，使之失去思维教育的意义。因为思维主要是靠启迪，而不是靠传授，

越是传授的一清二楚，学生越不需要思维。而在中学数学教育中，数学史的适当利用正

是开发智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学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教师教授一条定

理，如果不给出推导和证明，而让学生探究它的思路，以及数学家研究和发现定理的经

过，这样可以开矿学生的思维，使他们从多个方面去思考问题，从了解“ 数学家怎样思

考”开始，学会“ 像数学家那样思考 ”。 

科学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数学家们走过的路是布满荆棘的，是经过艰苦曲折的思

维推理获得的结论。然而教科书则将他们表达的思维过程与实际创造的过程完全颠倒，

按定义—公理—定理—例题模式编写。教师的任务是举例，讲题：学生的任务是模仿，

唯一留给学生活动的机会就是解题。众所周知，数学家从来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数学

的。他们常常根据数学的直觉思维，作出各种猜想，然后加以证实。因此在中学数学教

育中，根据数学史的有关内容精心设计问题，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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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很多的数学问题，有利于培养数学的创造思维能力。弗赖登塔尔反复强调：学习数

学的唯一正确方式是进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本人要把要学的东西自己去发现或

者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而不是把现成的

知识灌输给学生 。

徐利治先生也认为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是当代数学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仅靠记忆、讲解、推导、演算、答卷等传统数学手段是

不能奏效的，需要研究和引进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而把数学哲学和数学史的研究成果

运用于数学教育过程中，促进数学的哲学、历史和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探

索，很有希望的方向。在新一轮数学改革的理念中，也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

精神。在两个标准中也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数学历史事件、数学历

史过程、数学历史故事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5 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3.5.1 体会火热的创造过程

数学教材内容的呈现是以知识的逻辑体系组织的，是形式化了的东西，因而掩去了知

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把数学发明创造过程的火热思考丢在了一边。荷兰著名数学家、数

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曾经这样描述：“没有一种数学的思想，以它被发现时的那个样子

公开发表。一个问题被解决后，相应地发展为一种形式化的技巧，结果把求解过程丢在

一边，使得火热的发明变成冰冷的美丽。”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丽而

冰冷的数学， 创造过程的火热思考被淹没在形式化的海洋里。“ 课本中字斟句酌的叙

述，未能表现出创造过程的斗争、挫折，以及在建立一个可观的结构之前，数学家所经

历的艰苦漫长的道路。”对此，张奠宙先生认为:“ 数学教学的目标之一，是要把数学

知识的学术形态转化为教育形态。”数学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璞归真，结合具体

数学内容的教学，介绍相关数学知识，把数学的形式化逻辑链条恢复为当初数学发明创

新时的火热思考， 展现数学家的思维过程，让学生体会到创造过程中的数学的“活”的

思维，领悟数学创新过程。恩格斯也曾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应该从哪里开

始。”数学史材料既有知识的结果材料，更有产生知识结果的思维过程材料。数学教学

要想开拓学生的思路，启迪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必须从历史入手。

“ 历史是最好的启发式。”重视数学史教学既是数学教育目的的要求， 也是数学教育

特点的需要。

3.5.2 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7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教学应当反映数学的历史、

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

自身的促进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学生了解数学

的应用价值和人文价值。 无疑， 数学史的介绍和学习在此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

般来说，学生对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而对数学在人文社会

科学中的作用认识相对不足，数学史可在这方面提供大量事例。例如，美国总统杰斐逊

起草的《独立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借助数学的公理化模式以使人们对宣言的

公正性和合理性深信不疑:我们深信这些道理是不证自明的，不仅所有的直角都相等，而

且，“ 所有人生来平等。 如果任何一届政府不服从这些先决条件，那么人民就有权更

换或废除它，英国国王乔治的政府没有满足上述条件，因此，我们宣布，这些联合起来

的殖民地是，而且按正当权利应该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独立革命

被普遍认为是自然和理性战胜了谬误。数学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数理语言学、数

理战术学、数理经济学的建立等等，都反映了数学科学的人文价值，通过这些数学史的

介绍，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树立正确的数学观，体会数学

的应用价值和人文价值。

3.5.3 体会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数学教学实践表明:如果用历史回顾和历史轶事点缀枯燥的问题求解和几何证明，学

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大增加。学生在历史的解说中明白: 数学并不是一门枯燥呆板的学

科 ，而是一门不断进步的生动有趣的学科，特别是那些为数学拼搏一生、奉献一生的数

学家故事，多少年来一直激励了无数的数学学习者!“ 叙述数学家如何跌跤，如何在迷

雾中摸索前进，并且如何零零碎碎地得到他们的成果，应能使任一搞研究工作的新手鼓

起勇气。”当然也能使任一学生鼓起学好数学的勇气。法国数学家泰尔凯(O.Terquem) 

还认为，数学家的传记、轶闻、故事可以启发学生的人格成长。确实，数学家们那种追

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迷信权威的批判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无疑是正在成长中的

学生最好的精神“食粮”，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兴趣和快乐的内心体验；确

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宽容的人生态度；在价值观方

面，既强调个人价值 ， 更有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

由于情意因素与认知因素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学习态度、自我效能感、合作态度

等很多情意因素对学生的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有利

于促进学生在认知领域的发展。 学生有了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必能对学习数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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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帮助。

现阶段中学生对数学的看法大部分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认为枯燥、难学。因而很多

人视其为畏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我们数学教学教授的往往是一些僵化的，一

成不变的数学内容。如果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史有关内容让数学活起来，重视知识的

产生过程，让学生知道知识的来龙去脉，这样可以消除学生对数学的错误认识，也有助

于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和原理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从而培养他们强烈的数学意识，

掌握一定的数学思维方法和技巧，这种能力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非常有价

值的。

3.5.4 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激发民族自豪感

数学史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良好素材之一。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有助于培养爱国

主义思想，激发民族自豪感。由于中学生的年龄特征：身心巨变，内心世界的发现，思

想意识的基本成熟。此时的思想教育则尤其重要。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打开世界数学发展的史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数学研究的

累累硕果，像晶莹的明珠，闪烁着真理和智慧之光辉。有些成就不仅在时间上比其他国

家遥遥领先，而且质量出奇制胜。仅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就有很多。《九章算术》

在世界数学史上首先提出正负数的概念及算筹表示形式，正确提出正负数的运算法则，

使得中国数学早在西方之一千多年就能对正负数的运算运用自如。

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建立了十进制，在计算机中又普遍使用了特殊的算

具—算筹。这种先进的记数法和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筹算制，使中国古代数学在计算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例如秦汉时的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盈不足术，方程解法，五世纪的孙子剩余定理，圆周率的测算，七世纪的三次方程数值

解法 ，七世纪至八世纪的内插法，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等。以上

大多数成果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曾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有些成果还直接促进了世

界数学的发展。

每一位中华子民了解了这些，都会为之而自豪，原来我们拥有如此辉煌的数学史，我

国是数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这些数学史内容能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数学

领域中的巨大成就和光辉历程，使学生受到巨大的鼓舞，激起民族自豪感，产生深厚的

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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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不同的角度看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意义

4.1 从专业知识与历史知识总是互补的

就是说，不仅研究、学习历史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学习专业知识也同样需

要用历史知识 。让学生了解各门课程的发展历史是促进各科学习的必要途径。具体地说，

数学史的作用可以概括为: 第一，对数学给出一个整体框架，对数学有一个整体图景，

能认识到各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对数学问题、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来龙去脉有

一定认识。对引入它们的动机与产生的后果有所了解，以上两点使我们对于某分支在整

个数学中的定位能够初步理解。第三，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借鉴解决问题的各种

途径、方向。第四，对数学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估计和预测。实践经验证明，向学生介绍

一些数学家的生平或者历史上数学进展中的曲折历程，以及在教学中提供一些历史上的

真实“问题”，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专业课程教学。

4.2 从培养科学观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每一门科学都有其发展的历史，作为历史上的科学， 既有其历史性又有其现实性。

其现实性首先表现在科学概念与方法的延续性方面， 今日的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历史上科学传统的深化与发展，或者是对历史上科学难题的解决， 因此我们无法割裂科

学现实与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数学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 与一般自然科学相比，数学更

是积累性科学，其概念和方法更具有延续性。国内外许多著名的数学大师都具有高深的

数学史修养或者兼及数学史研究，并善于从历史素材中汲取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如英国数学家安德鲁 ·怀尔斯证明了有350多年历史的著名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

理，从而轰动全球。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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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早年就在拓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数学

史，在中国数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数学机械化

思想的启发下，建立了被誉为“吴方法”的关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数学机械化方法，

他的工作不愧为古为今用、振兴民族文化的典范。科学史的现实性还表现在为我们今日

的科学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借鉴，为我们明确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少走弯路或错路；

为当今科技发展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我们预见未来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我们在

进行数学教学时，适当向学生介绍些数学史知识，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少走一些弯路，

这是很有裨益的。

4.3 从提高数学素质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 人才观以及成才观也都在发生深刻变

化。社会进步对数学工作者的需求主要并不是要求他们能利用数学的运算去寻求解答，

而是要求他们能在复杂错综的境遇中，去找寻有条理的分析，并形成最后的决策，即他

们的数学素养的功用。数学素养包括知识、才能和思想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

层次由低到高。形成数学素养的关键是要在知识传授、才能培养中，在有目的、有计划

的素质教育中，让学生理解数学中蕴涵的精神、思想、观念、意识等内容，培养他们运

用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处理数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意识。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数学研究

中的科学精神以及数学的美，首先是从数学的发展史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此，学习数

学史对于深刻理解数学的内容、思想、方法、语言及其应用，对于提高教师的数学素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4 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当我们学习过数学史后，自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数学的发展并不合逻辑，或者说，数

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我们今日所学的数学教科书很不一致。现在，中学里所学的数学内

容基本上属于17世纪微积分学以前的初等数学知识，而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大部分内容则

是17、18世纪的高等数学。这些数学教材是在科学性与教育要求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经

过反复锤炼编写而成的，是将历史上的数学材料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学习要求加以取

舍编纂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必然舍弃了许多数学概念和方法形成的实际背景、知识背景、

演化历程以及导致其演化的各种因素。因此，仅凭数学教材的学习，难以获得数学的原

貌和全景，同时还有可能忽视那些被历史淘汰掉的、但对现实科学或许有用的数学材料

与方法，而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在一般人看来，数学是

一门枯燥的学科。因而很多人视其为畏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我们的数学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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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教授的往往是一些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数学内容。如果在数学教学中渗透一些数学史

的内容，就能让数学活起来，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对

数学概念、方法和原理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

4.5 从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培养合格的中学数学教师是高等师范院校数学系的基本任务。数学教师必须认识到数

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科学，具有突出的文化功能，在社会中有广泛的应用，并与其

他学科有密切的关系。数学教师所具备的数学科学知识应该充满着与历史、文化以及现

实世界的丰富关系数学教师不仅需要了解数学的过去也要接触数学的现在；不仅要学习

数学的科学体系，更要学习数学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思维模式与数学思想方法等；

必须树立正确的数学观，因为不同的数学观会通过教学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

通过对数学史知识的学习能够使学生领会数学内容的教育价值、数学的应用、各科的联

系与交叉、数学思想及数学发现的过程等，这对于高师数学专业学生至关重要。探讨数

学史教育的作用，对于充分认识数学史课程的重要性以及提高数学专业课的教学质量都

有重要意义。由于中国用近代方式研究数学史是从20 世纪初才开始，并且近十余年才取

得长足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所以许多人对数学史缺少基本的

认识和了解，认为数学史教育无足轻重。另一方面，由于绝对主义数学观的影响，数学

教学中单纯强调数学的严谨性和抽象性，注重形式演绎的现象非常严重。数学家莱布尼

茨曾说: “没有什么比看到发明的源泉更重要了，这比发明本身更重要。”因此，如果

仅仅把数学视为一套概念体系，一种研究活动过程、方法、技术和结果，数学教学就只

能成为一种简单的、静态的过程反映，这从根本上不利于创造型数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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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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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的作用，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文学价

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等等。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为此，中学数学课程提倡体现数学的

文化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同时让数学史与中学

数学教育有机整合同时数学史对于揭示数学知识的现实来源和应用，对于引导学生体

会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创造一种探索与研究的数学学习气氛，对于激发学生对数学

的兴趣，培养探索精神，对于揭示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与影进而揭示

其人文价值，都有启到很大的作用。

本文主要阐述了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地位，数学史在中学数学中的作用：数学

史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在整体上把握数学

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以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数学史在中学教育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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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思想的变化，以及多年来大量数学教育者经验的总结。他们

认为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学数学教育中。本人结合数学史

课程标准，着重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理解，从整体上把握数

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和创造精神等几个方面来谈论了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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