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中华文化在数学课堂上闪闪发光

张奠宙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０６２）

　　数学文化是当前数学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

倡导中华文化，杜绝“去中国化”的倾向，更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责任．但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让

中华文化在数学课堂上散发耀眼的光芒，还没有

深入的探讨研究．一种直觉的感受是：我们需要从

源头开始做艰苦的基本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的学校数学，是清末民初从西

方国家全盘引进的．西方数学所承载的是西方文

化．具体来说，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以及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这些文化因子，经过百年的

数学教学，已经不知不觉地汇入了我国的现代文

明．我们从中得益良多．但是，中国的数学教育毕

竟还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即西方数学需要有一

个本土化的过程．国际上有所谓的民族数学（Ｅｔｈ

ｎ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其内容就是研究数学如何融入

到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去．

中华文化与西方数学联姻，并不是一个新问

题．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结的我国的数学前辈，

曾经在１９５０年代掀起过一个西方数学本土化的

高潮．就以现今通用的勾股定理来说，在民国时期

的数学教科书里，都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一

更名，并不简单．如果翻开１９５０年的《中国数学杂

志》，就可以看到许多文章在探讨此事．有人建议

称“商高定理”，也有人认为叫“陈子定理”较为合

适．最后大家倾向于不以人名命名，直接点明其内

容称之为“勾股弦定理”，最后为简单起见，确定为

“勾股定理”．数学教材编写者和广大教师高度认

同，写入教材，进入课堂，一直沿用至今．此后，中

国古代数学成就继续进入中小学数学课程．“杨辉

三角”代替了“巴斯卡三角形”．刘徽的割圆术、祖

冲之的圆周率研究成为数学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内容．此外，那时的高中数学教材，有无

限等比数列的内容．由于数列｛
１

２狀
｝是极限为０的

无限过程．于是，就有人引用古文“一尺之棰，日取

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加以比喻．这是

中华文化和西方数学的巧妙融合，至今成为经典．

可惜的是，这一进程没有继续下去．随着“数

学 ＝ 逻辑”的形式主义数学哲学思想的流行，数

学教学渐渐远离文化．记得有一位特级教师曾经

对我说，通篇只有符号、图形，一个文字都不出现

的数学才是最好的数学．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

数学观，连承载西方数学的西方文化也看不见了，

何谈与中华文化的融合？

在改革开放的１９８０年代，也曾有过一些创

见．例如宏观上有吴文俊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数学

传统是“算法”体系，认为是可以和《几何原本》相

提并论的创造．微观上，则有徐利治先生提出“孤

帆远影碧空尽”一句，可以表示连续量趋向于０的

过程（这一形象的描绘，乃是“一尺之棰，日取其

半”比喻的发展）．但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这些

见解没有大力研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教学理念，

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地进入数学课堂．

２１世纪初进行的大规模数学课程改革，曾经

大量地引进和借鉴的是西方的做法．诸如数感、符

号感、估算等等相继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然而，这

场改革并没有提出数学教学与中华文化互相融合

的目标．与之相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把体现中国

古代数学传统的“珠算”逐出了《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实验稿）》．所幸的是，在《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让算盘重回课堂，要求学生

“认识算盘”，能用算盘表示多位数，这是一个恢复

性的改进．但是从总体上看，《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仍未着力于数学和中华文化的

融合，并没有跨出新的步伐．翻开今天的教材，提

到中华文化的地方，依然是杨辉三角、刘徽割圆、负

数引入、祖冲之的约率和密率那几个熟悉的题材．

那么，中国的数学课堂里能不能体现中华文

化呢？我觉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中华文化中

确实包含着许多数学智慧，只是我们未加重视而

已．让我们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

众所周知，《道德经》里最出名的一段是：“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１３个字，简

直是一组中国化的自然数公理．它透露了以下的

信息：

·自然数是一个接一个地“生”出来的；

·１“加１”，就能生出２；２再“加１”就能生出

３；不断地“加１”就能生出万；

·自然数里有１，２，３，…等，多得不得了，没

完没了；

·１前面还有一个“道”，在数学上用０代表．

我在想，让一年级小学生将它背下来，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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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儿童记住这１３个字既不困难，也不嗦．其

中有熟悉的一、二、三、万等数字，又有“生”这个极

为生动传神的动词．小学生是能领会，愿意背，喜

欢听的．进一步说，一年级小学生需要背诵的古

文，并不必全懂其含义．儿童们会背的唐诗中，有

许多意思也是没法完全理解的．例如《静夜思》里

“低头思故乡”一句，何谓“故乡”？如何思念？小

学生不甚了了．这非得长大成为离乡的游子，才能

有深切的感受．这就是说，从模模糊糊到渐渐清

晰，那是要好多年不断地进行反刍才能领悟的．然

而，这不妨碍孩子们背诵．

更进一步，细细品味《道德经》中的这段话，还

和高中数学的数学归纳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众

所周知，数学归纳法原理是和自然数的归纳公理

等价的．一生二，二生三，相当于数学归纳法中狀

＝１，２时，命题成立的要求．最后的目标是要获得

“三生万物”的结果．然而，要“生”出万物（自然数

全体）来，必须要每个与狀有关的命题都能“生”出

与狀＋１有关的命题．这不正是数学归纳法原理的

精髓吗？

今日的教学设计，大多用多米诺骨牌比喻数

学归纳法．不过，现实的多米诺骨牌迟早总会停

止，即一定会有某个第狀块倒下，却不能让第狀＋１

块倒下．说白了，就是狀命题“生”不出狀＋１命题

来．为了要“三生万物”，就必须生生不息，如同愚

公所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

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列子·汤问》）．在数学

上，就是要保证每个狀命题不仅自己成立，还必须

保证狀能“生”出第狀＋１个命题来．这就是说，数

学归纳法后半部分要做的不在于检验“狀命题”是

不是正确，要做的是证明狀命题能不能“生”的问

题．总之，强调一个“生”的动词，保证每个狀命题

都能“生”，做到生生不息，正是《道德经》里蕴藏着

“数学归纳法”智慧．

中华文化中的数学智慧需要我们去探究、发

现、提炼、解说．那么，一般地，我们应该如何进行

中华文化和数学的融合，让中华文化在数学课堂

上生根开花呢？我们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开展研

究，然后积极而又慎重地进教材，进课堂，形成在

数学教学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的新风．

１　中外数学知识需要进一步融合

前已提到，我们已经有过将西方数学与中华

文化互相融合的成功范例．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前

辈的探索，与时俱进地增加新的融合点．以下是一

些已经使用或者建议试用的案例．

·如前所说，一年级小学生就可以背诵“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珠算是手指计数的延长，算盘比一捆小棒

之类的计算工具高明得多．

·中国的十进位置记数制与罗马计数制的比

较．上海外滩大钟上使用的是罗马数字，它不是位

置计数制．

·墨子关于圆的定义．

·西方数学中的“对称”与纯粹中国化的“对

联”的共性：寻求变化中的不变性质．

·如此显然的“对顶角相等”定理要不要证

明？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文化认为需要证明．中国

皇权文化影响下的“国家管理数学”对此没有兴趣．

·人为设置的温度计正负度数，与自然形成

的中国古代收入支出的正负数．

·三角比：角的正弦是单位菱形面积（现代创

新．张景中）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与周期性．可以

写出草长的表示式．

·《道德经》与数学归纳法．

这是一个极不完全的清单，有待集思广益，不

断补充．

２　数学与人文意境的沟通

中华文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虽然

并不直接反映数学知识，但在意境上可以和西方

数学沟通．这里也略举数例．

·抽屉原理与 “只 在 此 山 中，云 深 不知

处”———纯粹存在性定理的意境．

·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

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样的判断与数学中的反证法，在意境上彼此可

以沟通．

·高中数学要遇到两种不同的无限：［犪，犫］中

点的实无限与数列的潜无限．我们用“无边落木萧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杜甫：《登高》）进

行比喻，可以增加数学的人文性．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

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意境

正与爱因斯坦的四维时空相通．

·整体与局部．欧拉多面体定理是一个整体

性的结果，和局部的大小形状无关．这正是韩愈诗

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

我们希望，文史学者能和数学教育工作者合

作探究，架起中华文化与数学意境相互连接的桥

梁，既能增加数学内容的人文性，也会给中国古典

文化以新的生命力．

３　发扬中国学者诠释西方数学的优良传统

西学东进以来，我国学者从中华文化的角度

来诠释西方数学，有许多已经成为文化经典．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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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的应用”教学实录与反思

董林伟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２１００１３）

　　作者简介：董林伟，江苏宜兴人．１９８５年８月毕

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在南京师大附中

工作，２００５年初调入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至今．

江苏省数学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国标本

苏科版初中数学教材主编．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督

学，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导师，江苏省基础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中学数学组组长，中国教育学

会中学数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江苏省教育学会中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

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１９９３年获江苏省首届高中

数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２０００年获全国首届高中数

学优秀课观摩与评比活动一等奖，２００３年获全国 “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２０１０年获首届江苏省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２０１３年获第二届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２０１４年获教育部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二等奖．

１　基本情况

本节课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全国中数会举办的全

国首届高中数学优秀课观摩与评比活动中笔者执

教的关于“不等式的应用”一节课的教学实录．

１．１　授课对象

学生来自省级重点高中一年级普通班，基础

较好，有一定的自学能力、推理能力及运算能力．

１．２　目标分析

本节内容是《普通高中数学教科书》（人教版）

“不等式证明”后执教者补充的教学内容．通过对

生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探讨，使学生进一步了

解基本不等式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应用，加深理

解基本不等式使用条件及其方法，培养学生用数

学的意识、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需要加以继承发扬，代代相传，形成传统．以下是

几个重要的例子．

·明代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此

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

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

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这样的认识，不正

是几何教学要达成的目标吗？如果我们把它写入

教材，让学生体会几何学的精髓，将会十分有益．

·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文化，与数学、逻辑的

论证的殊途同归．钱宝琮认为“研究经书和史书都

要掌握些数学知识，所以古典数学为乾嘉学派所

重视”．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对数

学十分重视，有许多论述和译作．

·李善兰将“等式”一词翻译为“方程”的良苦

用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将西方数学里的“等式”一

词译成“方程”是一次中国化的创新．实际上，“方

程”出自中国传统数学典籍《九章算术》第八章的标

题，内涵远远超过“等式”一词．李善兰的用心，我们

至今没有充分认识，需要深刻理解，并加以弘扬．

·近代数学家的贡献，如华罗庚关于“数学学习

打好基础”、数形结合的论述．吴文俊关于“中国古代

数学的算法体系在世界数学史上的地位”的论述．

·当代数学教育曾经大力研究“珠算、笔算、

心算”三算结合．在计算器盛行的今天，仍然有不

可替代的价值．

以上列出的揭示中华文化里数学智慧的研究

领域，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这些课题，大

多还是思考与建议，需要进行教学设计，在课堂上

进行教学实践．任何改革都要从实际出发，看看数

学课堂融入中华文化的教学是否合适，学生是否

欢迎，如何做才能有效．只有经大量的实事求是的

经验总结，才能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使得中华文

化进入数学课程标准，融入数学教材，走进数学课

堂，乃至出现在考试试卷里，我们需要克服“数学

无关人文”，“人文无助于数学成绩”的思维定势，

坚定地做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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