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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数论是一门古老的数学分支，主要研究的

是整数的性质。以算术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它看

似简单，其实不然；要学好初等数论需要深刻理解

其中的数学概念，熟练的掌握方法和技巧。本文结

合教学经验，就如何提高初等数论的教学效果，提

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1 做好初等数论课堂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
1.1 认清学习初等数论的意义

初等数论是数学教育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对于

大部分专科生而言，他们认为选修课只是为了修满

学分，与今后的工作无关，从而以应付的心态来学

习这门课程，这样的学习态度是无法学好这门课程

的，因此让学生清晰的认识到学习初等数论的重要

性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次初等数论课，教师可以以

专题的形式给学生介绍为什么要学习初等数论这

门课程，让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开设初等数论这门课程是为了达到以下目标：（1）

通过对初等数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方法和技巧的

学习，使学生加深对整数性质的了解，更深入地理解初

等数论与高等代数、离散数学、近似代数等其它邻近学

科的关系。（2）通过初等数论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

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中小学数学的相关问题，这对于

提高师范专业学生的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

如：在小学阶段学生能熟练应用的结论“一整数能被3

（或9）整除的充要条件是它的各位数字之和能被3（或

9）整除”。通过同余性质的学习，可以从更深层次来理

解并证明这个定理，而不单纯只停留在应用上，这就

使师范专业学生的知识素养得到了提高。

1.2 激发学生学习初等数论的积极性

大部分专科生认为初等数论是纯数学知识，与

实际应用没有关系，这些数学知识是枯燥乏味的，

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被动、不积极参与课堂教

学。这样的教学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因此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非常重要。教师在第一次初等数论

课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是星期一，那

么从今天起再过1010 天是星期几？”或“在科技信息

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家是否了解人们是如何来保护

信息安全的？”学生对这些问题都很感兴趣。接着

教师说到：“大家学习初等数论以后，就能有效的解

决以上问题”，这样学生就会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初等数论这门课程，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多引

导、启发学生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如何做好初等数论的课堂教学
2.1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知识间的联系是

非常紧密的，如果前面的知识没有理解，那么后面的

知识就无法继续学习下去，所以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知

识是学好初等数论的关键。在课堂教学时要让学生

理清知识间的相互联系，这样才能领会初等数论的本

质及思想，而不是局限于片面的，零散的掌握知识。

例如：在复习课时可以用图表法帮助学生系统掌

握知识（图1）。通过图表学生可以清晰的看到知识的

脉络，避免了知识间的相互脱节，使学生能从整体上

把握住初等数论的知识结构，能系统的学习知识。

2.2 深刻理解求解步骤的内涵

求解公因数、公倍数、不定方程、同余式、平方

剩余等是初等数论的主要内容，学生学完初等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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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般都会解决以上问题，但大部分学生只会照葫

芦画瓢，而不能真正理解每一个解题步骤，所以在

课堂教学时，教师应多引导学生，使学生能够领会

到其中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例如：对于一次同余式ax≡b（modm）的解法的

教学。

由于证明过同余式ax≡b（modm）的充要条件是

ax-my=b 有解，则由二元一次不定方程的解法知

ax≡b（modm）的一切整数解可以写成：x=m1t+x0，

，d=（a，m），t=0，±1，±2，…此式对模m来说，

可以写成x≡x0+km1（modm），k=0，1，…，d-1；这即是

ax≡b（modm）的解。通过以上的教学少数基础好的

学生基本能理解同余式ax≡b（modm）的解法步骤，

但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把同余式ax≡b（modm）的

解表示成x≡x0+km1（modm），k=0，1，…，d-1这种形

式，觉得似懂非懂，这时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答案中

各个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让学生根据同余式的解

的定义理解这个解的形式，学生通过思考和教师引

导后，探索出：由于同余式的一解指的是一个剩余

类，x0，x0+m1，x0+2m1，…，x0+（d-1）m1，关于modm不同

余，也就是它们属于d个不同的剩余类，而对于k取

d-1以后的整数所得的数一定属于这d个不同剩余

类中的一类，所以ax≡b（modm）有d类解，并且可以

表示成以上形式。这样学生就能深刻理解一次同余

式的解法步骤，避免了学生照搬照套解题模式，这就

为学习孙子定理，高次同余式的解法做好了铺垫。

2.3 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

在初等数论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

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引导学生用数学思想方法来理

解知识，这样学生才能掌握知识的本质，并灵活应用

知识解题，避免了学生因不理解知识的内涵，而只会

解相同模式的题目。例如：在完全剩余系和简化剩

余系的教学中，由于完全剩余系和简化剩余系的研

究方法类似，都是先给出定义，然后来论证性质，并

且完全剩余系和简化剩余系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详细的给学生讲授完全剩余

系的相关知识，然后用类比的思想来引导学生探索

并论证出简化剩余系的相关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

可以使学生吸收消化所学知识，领会类比思想在数

学知识中的应用。再如：证明641│232+1，学生看到

这个问题会觉得束手无策，因为232不容易计算，这

时教师应及时的引导学生，解题的基本思想是：将复

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将难解的问题转化为容易

求解的问题，将未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已解决的问

题。232不容易计算，那么是否可以先找出2的低次

幂与641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本节课所学习的同

余的基本性质来逐步推导出所要证明的结论呢？学

生通过计算，推导以后得到了以下证明过程：

证明：∵24≡16（mod 641）

∴28≡256（mod 641）

∴216≡2562=65536≡154（mod 641）

∴232≡1542=23716≡-1（mod 641）

即641│232+1。

以上问题的解答过程体现的是化归思想，通过

化归思想的渗透，提高了学生的解题能力，使学生

体会到化归思想在解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2.4 加强与中小学数论知识的联系

中小学所学的数学知识中数论占了很大的比例，

为了使数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能深入的了解中小学的数

论知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中小学的

数论问题，有助于学生认清中小学数论知识学习的现

状，能够根据所学知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例如：在学习完同余的性质以后，让学生完成以

下初中问题：今天是星期一，再过140542007天以后是

星期几？先让学生站在初中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

题，对于初中生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

是利用整除的知识，从而可以得到以下解答过程：

解：∵14054=7×2007+5

∴140542007=（7×2007+5）2007=7A+52007，其中

A=72006×20072007

又∵52007=（53）669=（125）669=（7×17+6）669=7B+

6669，其中B=7668×17669

∵6669=（7-1）669=7669-1=7668-6

所以，再过140542007天后是星期天。

然后，让学生从初等数论角度出发解决以上问

题，学生通过对同余性质的学习后可以得到以下解

答方法：

解：∵14054≡-2（mod7）

∴（14054）2007≡（-2）2007（mod7）

又∵（-2）2007≡[（-2）3]669≡（-8）669≡（-1）669≡

-1≡6（mod7）

所以，答案是星期天。

通过以上例题的解答过程学生可以发现同余的

概念来自于整除的性质。有了同余的性质可以使解

答过程更简单明了，并且能掌握初中数论与初等数

论的联系，这对提高师范生的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只有认真钻研

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才能提高初等数论的教

学质量，从而提高师范生的素养，为他们成为合格

的中小学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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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Plane Geometry Concepts Teaching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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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indispensable tool of teaching in common class. In order to
provide teachers viable advice and theory of the teaching of plane geometry，based on the analysis characters of the
multimedia technology、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lane geometry concepts. scholars should tak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reasonable method from the courseware designing in multimedia、the content presentation
and courseware demonst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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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discussed how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by the system of knowledge，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solving steps，pay
attention to the infiltration of mathematical way of thinking，strengthen links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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