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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
价值、标准与路径
———以“出入相补原理”为例

岳增成　　陈梓欣　　林永伟

　　【摘　要】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在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的现实背景下，中
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和以传统数学文化助力学科育人是小学数学教育的应然选择．文章以“出入相补
原理”为例，对传统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选取标准以及应用路径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学文化；教育价值；选取标准；应用路径；出入相补原理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在优秀传
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的现实背景下，中华

优秀传统数学文化（以下简称“传统数学文化”）进

课堂和以传统数学文化助力学科育人是小学数学教

育的应然选择．然而，由于数学学科具有抽象性、严
密性等特点，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比较低，教师对传统

数学文化进课堂的重视程度不够和高水平应用的素

养不高等原因，尽管各个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中已

编排相关素材，但传统数学文化走进小学课堂并非

实然的状态．那么，该如何从应然选择走向常态的实
然落实？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传统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

（一）了解传统数学文化

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首先是一个数学科学普及

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普及，这是其教育价值

在广度层面的体现，是“有什么”“是什么”的“知其

然”问题．笔者曾就能直观体现传统数学文化的中国
数学家和数学成就做过简单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

是小学数学教师，还是小学数学教育方向的师范生，

抑或是小学生，能够说出五个中国数学家名字或五

项中国数学成就的很少．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可以
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数学相关人物与事件、概念与

思想、运算与法则、问题与求解、公式与命题、工具与

符号的了解，这也是很多教师对数学史教育价值的

认识———扩大知识面．

“出入相补原理”是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成就之

一，指的是一个平面图形从一处移到他处，面积保持

不变；又若把图形分割成若干部分，则原图形移置前

后各部分面积的和、差有简单的相等关系［１］．这是中
国古代几何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很多

经典问题的解决中，如中国古代勾股定理的多种证

明、直边图形的求积问题等．现今所有版本的小学数
学教材在编排“三角形的面积”内容时都采用了与以

古希腊为代表的演绎体系类似的“全等拼接、折半求

积”推导面积计算公式．但是，只有部分教材中编排
了“出入相补原理”的相关内容，如，西南师大版教材

在正文部分安排了利用“出入相补原理”推导面积计

算公式，在章末“你知道吗”板块中对《九章算术》及

其与直边图形面积计算相关的内容、刘徽对《九章算

术》的贡献进行了简单介绍；人教版、苏教版教材在

“你知道吗”板块中进行了拓展性介绍，前者介绍了

《九章算术》中方田（长方形）、圭田（三角形）的面积

计算公式，并借助图形表征了“出入相补原理”在图

形面积计算公式推导中的应用，后者介绍了《九章算

术》中三角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并借助图形表征了刘

徽注解的“以盈补虚”．可见，仅从教材文本的角度
看，它们都让学生获知了中国古代数学、数学家、数

学著作等知识．
（二）感悟传统数学文化的魅力

传统数学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广度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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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传统数学文化”，还应体现在深度层面“感悟传统

数学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个“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的问题．这就需要学生理解、掌握与课程内容相
关的传统数学文化，能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数学文化

背后的知识、原理解决相关问题．也只有深度探究传
统数学文化，学生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辉

煌、中国古代数学家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传承．
“出入相补原理”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

性成就？因为它是“道”与“术”的统一．一方面，它
与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演绎几何有异曲同工

之妙，是中国古代数学中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从

“出入相补原理”与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出发，可

以推导出所有直边图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另一方面，

以它为指导思想的割补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构造

性、计算性和机械性的特色，论述简单但应用广

泛［２］．小学数学课程中，涉及直边图形求积的问题都
可借助“出入相补原理”解决，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

推导同样如此．目前，从教材文本的角度看，未将传
统数学文化与多边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建立显性

的联系，也未对相关传统数学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导

致学生无法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感受到传统数学文

化的魅力．目前，已有很多教师尝试建立传统数学文
化与多边形面积计算公式推导之间的联系，比如，刘

仍轩借助数学文化统领多边形面积的整体教学，将

“出入相补原理”一以贯之地应用于各课时的教学，

中外对照、古今辉映，学生“穿越时空”，在亲身探索

和体验中清晰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领略数学在曲

折前行中迸发的魅力，实现了数学学科的育人价

值［３］；刘树霞、郑玲玲在“三角形的面积”的教学中，

将刘徽的“割补法”、秦九韶的“三斜求积术”融入其

中，学生在课堂中“穿越时空”，了解古代数学家的思

想方法，树立了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４］．但多数尝试
未对“出入相补原理”背后的传统数学文化进行深度

挖掘，关注的仅是“出入相补原理”的思维层面．
二、传统数学文化的选取标准

（一）与课程内容匹配，尽量体现知识的本质

当前，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面临的一个重要议

题是课程内容问题．该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入教材？
目前，各版本教材均编排了传统数学文化内容．以人
教版教材为例，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出版的１２册教材中涉
及传统数学文化的内容条目有６０个，主要分布于阅
读性专栏、例题与习题，涵盖了数学与现实生活、数

学与科学技术、数学与人文技术及数学史，对学生的

认知要求主要集中在了解性和无关联程序性．可见，
在人教版教材中传统数学文化内容比较丰富，但仍

有增加的空间和余地［５］．具体来看，缺少贯穿性正文
和背景性正文的呈现方式，联系程序性认知水平的

条目占比较低．因此，进入教材的传统数学文化要增
加与课程内容的匹配度，尽量体现知识的本质，通过

文化与思维的互动，更好地凸显内容的知识性与传

统数学文化的先进性．
以“多边形的面积”为例．在教材的编写中，可以

重构中国古代面积计算的背景，将各种形状的土地

面积计算作为背景性正文，引出各类直边图形面积

的计算，将割补法与拼合法置于同等的地位，以使

“出入相补原理”贯穿于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中；在例题与练习中设置应用“出入相补原理”的题

目；通过阅读性专栏介绍与“出入相补原理”有关的

传统数学文化；除了教材中原有的普及性知识，还需

要以学生能懂的语言对“出入相补原理”进行价值判

断，提供应用“出入相补原理”解决的问题，以使学生

真正理解包含“出入相补原理”在内的传统数学文化

的魅力．
（二）与教学目标吻合，尽可能展示多元的教育

价值

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还需重点关注传统数学

文化课程形态向教学形态的转化．传统数学文化进
课堂可以参照数学史料的选取原则，即科学性、可学

性、趣味性、人文性、有效性［６］，做到与教学目标相吻

合，尽可能展示多元的教育价值．科学性要求选取的
传统数学文化素材真实、可靠，切勿为了弘扬传统文

化而捏造、夸大；可学性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要求所选素材符合学生的认知基础；趣味性要求所

选素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人文性要

求所选素材应与数学家相关联，反映数学中蕴含的

人文精神，或与其他知识领域相关联，揭示数学的文

化价值；有效性要求所选素材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

和运用相关知识．
以“出入相补原理”为例．可以从刘徽注解的《九

章算术》中选取多边形面积计算公式推导、圆面积计

算公式推导的相关素材，以确保传统数学文化素材

的科学性．将所选素材转化为学生帮助古人解决土
地分配问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在单
元整体设计中，将“出入相补原理”作为主线：在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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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中，注重直角三角形的割

补；在三角形、梯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中，关注等积

变换后的图形，可以是长方形，也可以是平行四边形；

将部分例题、习题与“出入相补原理”结合，符合学生

的认知发展水平，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运用“出入

相补原理”．在每一个主题探究活动后，呈现阅读材料
或播放微视频，可介绍刘徽的推导方法，为学生提供

古今对照的机会；也可介绍刘徽的数学成就、精神品

质，供学生感悟；还可介绍刘徽与欧几里得的推导方

法，供学生对照中外的方法；此外，还可介绍与“出入

相补原理”有关的历史人物、数学成就、文化根源，供

学生了解、品读，体现所选素材的人文性．这就很好地
体现了数学史“知识之谐、方法之美、探究之乐、能力

之助、文化之魅、德育之效”的教育价值．
三、传统数学文化的应用路径

图１呈现了传统数学文化的应用路径．

图１　传统数学文化的应用路径

教学是教师、学生与各类资源的互动，因此传统

文化进课堂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问题，要挖掘学习

主题背后的传统数学文化，挖掘的内容包括与学习

主题有关的数学家及他们的生平、故事、数学成就、

精神品质等，学习主题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关键节点

的发展动因，学习主题背后数学成就的历史定位，

等等．
其次，将传统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与学习目标

融合在一起．由较为忽略到比较关注，传统数学文化
的引入势必会引发学习目标的重构．在将传统数学
文化教育价值融入学习目标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定位问题：是了解传统数学文化，还是感悟传统数学

文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要与学习目标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维度建立紧密联系；如果是后者，要与学习

目标的关键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建立紧密联

系，且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目标的实现以关键能力

目标的实现为前提．
再次，要根据学习目标设计学习任务．如上所

述，如果将了解传统数学文化融入学习目标，那么依

此设计的学习任务应以点缀式、附加式介绍传统数

学文化为主；如果将感悟传统数学文化的魅力融入

学习目标，那么依此设计的学习任务要引导学生深

度参与到传统数学文化的探究活动中．
最后，实施教学活动、开展学习评价．传统数学

文化的引入将会引发学习目标、学习活动的重构，与

之相应的，学习评价也将发生改变．如何评价传统数
学文化融入课堂的效果？可以让学生走进传统文

化，了解传统数学文化，用古人的方法解决问题，古

今对照，感悟传统数学文化的魅力，古为今用，感悟

数学的本质，更好地学习数学．需要注意的是，中华
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进课堂，并不排斥外国数学文化

的引入．多元文化进课堂，能使学生在古今对照、中
外对比中，更好地理解数学的本质，更多地了解世界

文化，更好地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独特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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