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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高职数学总是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

被很多人敬而远之，并且认为这门学科与实际生活

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其实，数学不仅是一种知

识，也是一种文化，数学在人类的历史中发挥着它

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其深遂的内涵、广博的

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发展的进程和人类的物质

及精神生活。然而，传统的高职数学教学重知识、

重结论，过于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始终被以

下几个问题困扰：（1）大量压缩学时，会不会影响教

学质量；（2）降低理论要求、删减部分教学内容会不

会破坏知识的系统性。而学生为了学习而学习，觉

得数学枯燥难学，兴趣不大。最终导致数学的教育

功能完全没有实效，如此种种促使笔者对数学教育

的现状进行反思：对于数学教育工作者而言，数学

教育不仅仅是技术教育，更应着力思考和探讨的是

怎样在数学教学中将数学作为一种文化进行传播，

可以让学生形成一种既合理又优化的思想认识与

思想观念。让数学能够“大众化”一些，让高职数学

教育也如“心灵鸡汤”那样可口，那么当务之急是让

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2 数学文化融入高职数学教学的必要性
在数学文化的基本观念中，数学不仅是一门学

科，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情趣。其实

数学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例如数学文化可以理解

为通过某种特定的学习途径并获得一定的数学知

识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行为准则、思想观念

以及对待事物的态度。数学文化是数学认知的载

体和动力，数学文化课将数学的科学性与文化性有

机结合。事实上，随着数学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

越深刻认识到，数学与人类文化体系息息相关，如

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

缘的学科，现在也都成为数学能够大显身手的领

域。笔者认为把数学文化融入课堂的必要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著名的数学家A.Kaplan曾说过：“由于最近20

年的进步,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已经发展到不懂数

学的人望尘莫及的阶段”。数学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学更是渗透

到了一切学科的内部，并且与各个学科发生着广泛

而深刻的联系，同时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中初

级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由于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步伐的加快，大多数高职学院只注重招生

与学生的就业上，而忽视了学科文化建设的推进和

社会文化的渗透，使得校园文化变得黯然失色，社

会文化也将无法提升。因此，社会的进步、经济的

发展需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而要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就必须加强数学文化建设，必须把数学文化融入

课堂教学中来。

2.2 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手段

美国著名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提出：“数学是

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

促进、鼓舞并驱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

程度，也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

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人类自身存在提

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

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1]。

数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门必不可少的学科，应充

分体现具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文化功能，从而

可以实现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精神品格的培养。

但现在数学文化在很多高职学院处于“荒漠化”状

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影

响下，被动地接受数学知识，这导致不少学生学了

十多年数学而并不真正认识数学科学，当然也不利

于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这是数学教育工作的

一种遗憾，数学素质已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大学

生必备的素养之一，有必要让学生通过数学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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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拓宽视野，加强科学人文修养，以达到提高学

生素质的目的。

2.3 传递和发展人类文化的有效途径

自古以来，任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离不开一

定的载体，数学文化也不例外。数学这门课程，既带

给学生显性知识，也包含着古今中外的数学家的情

感、态度等观念性的东西，那是隐含在教材中难以用

概念来描述的。教师在讲授数学教材的同时，更应

该要结合所讲内容，适时地融入数学史的内容、数学

知识的来源和背景以及对数学史中的人物特点的评

析，也可以穿插数学家在数学发现及运用过程中的

逸闻趣事、探索经历等。通过以上途径，有效地引入

数学文化思想，使学生领悟到人类奋发向上的精

神。就目前来说，数学的重要性虽然正在日益被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数学文化还远远没有普及到

大众之中，数学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一种思维、工具、能力，是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数学课程作为一种有

效途径，应该承担起传递和发展人类文化这一重任。

3 如何将数学文化融入高职数学教学
3.1 构建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合理配置的数学课程

内容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教材质量直接影响课

程的教学质量。教师在编写数学课程教材，应改变

传统的以“数学科学知识”打天下的局面，适当增加

人文性知识的分量。这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

所学内容有关的一些数学发展史和经典数学问题，

并善于应用故事化的教学内容穿插教材。比如，可

以适时介绍我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和数学家的

奋斗拼搏史，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

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可以通过一些著名哲学

故事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学好数学的自

信心，如在编写“无穷大的历史”时，可穿插阿基米

德的“穷竭法”，揭示有限与无限的数学思想，或者

在讲“正态分布”时，可以用“决定特定界限内的概

率”、“求特定概率对应的分数界限”、“正态化标准

数”为例说明正态分布的广泛应用。最终能使学生

感受到数学与建筑、计算机科学、天气预报等之间

的联系，加深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3.2 教师应积极为学生营造数学文化环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在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尤为重要。为发

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功能，教师应在平时不

断收集数学典故、史诗及相关数学文化题材，拓宽

自己的知识面，只有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提高自身

数学文化知识，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恰当链接丰富的

数学文化资源，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的把数学文化

传授给学生，为学生营造数学文化环境。

3.2.1 以数学史为背景，揭示数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

过程

数学文化下的数学教学，并非是一种简单的

“授予—吸收”的过程，而是学生主动地建构的过

程，应具有一种探索型、发展型的数学课堂氛围，所

以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主体，着眼于学生发展，巧

妙地把数学文化融合进来，高职院校教师授课内容

多是以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初步

为主，各章节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连接，这为介绍

数学史开辟了空间。例如，在讲微积分中的极限概

念时，可以向学生介绍历史上的三次数学危机，因

为其中的第二次数学危机与所讲内容联系紧密，可

以讲的详细点：古希腊的数学中除了整数之外，既

没有无理数的概念，也没有有理数的运算，但却有

量的比例。当时的人们用量的观念来考虑连续变

动的东西，这造成数与量的长期脱离。他们对于连

续与离散的关系很有兴趣，尤其是芝诺提出的四个

著名的悖论（这里可以给学生介绍前两个悖论）：第

一个悖论是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运动物体到达目

的地之前必须到达半路，而到达半路之前又必须到

达半路的半路……如此下去，它必须通过无限多个

点，这在有限长时间之内是无法办到的。 第二个悖

论是跑得很快的阿希里赶不上在他前面的乌龟。

因为乌龟在他前面时，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起

点，然后用第一个悖论的逻辑，乌龟始终在他的前

面。这说明希腊人已经看到无穷小与“很小很小”

的矛盾，已经开始思考关于无穷、极限与连续的问

题，当然他们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到了十六和十七

世纪，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求速度、求切线，以及

求极大、极小值等问题。经过许多数学家们多年的

努力，终于在十七世纪晚期，形成了无穷小演算

——微积分这门学科，这也就是数学分析的开端。

让学生了解这些实事，更加深入的理解数学的产生

背景与发展，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可以增

加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

3.2.2 以数学应用为载体，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渗

透数学思想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学已经深入到所有领域，

但现在的学生认识不到从课本中学到的数学知识

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中有多少应用价值，这需要教师

有意识的凸现数学的应用价值，在教学中应重视数

学在学生专业中的应用，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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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应用价值。如在给航海技术专业的学生讲

授“球面三角形的边和角的函数关系”时，可以结合

他们的专业特点，先向学生介绍历史上几位著名的

航海家，其中有葡萄牙的航海家迪亚士，他在1487

年8月踏上远征的航路，于1488年发现“好望角”，

好望角位于34°21'S，18°30'E处。可以让学生把

自己想象成是航海家，如果从北京（39°57'N，116°

19'E）出发，需要航行多少海里才能到达好望角？这

必然会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这个时候引入球面

三角形的边和角的函数关系便水到渠成了。

3.3 建立新的合理的评价机制

评价往往是努力的向导，如果没有合理的评价

机制，想把数学文化充分融入高职数学教学将会碰

到很多的困难。在高职学院里，评价学生成绩的还

是一份印着密密麻麻大量试题的考卷，如果还是这

种评价机制，那谈数学文化几乎是空穴来风，因为

学生必然还是热衷于习题训练，对所谓的数学文化

就会产生抵触情绪，而教师因为考虑期末考试的合

格率，在课堂教学中对数学文化仅仅是蜻蜓点水。

因此，要让学生体验到数学文化的丰富内涵，要以

培养学生数学素质为目的，就要改变“一卷定水平”

的评价机制，应提倡重视过程评价，降低考试评价

的比例，所以要实现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主体多

元化、评价内容综合化，使评价能够客观真实地反

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发展状况，并有力地指导数学

教与学的活动过程。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数学教学中，以数学文化为

突破口，揭示数学的知识背景、注重数学的思维过

程、加强数学的应用，让数学真正成为一种文化融

入课堂教学中，才能使高等数学在学生面前展现出

它本该具有的风采和魅力，实现数学在人类发展史

中的价值和作用，才能提升学生的科学素质和文化

素质，加强现代校园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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