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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
融入初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郭华佳　 　 童　 莉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从文化形态转化为教学形态,有利于发挥数学学科的育人功能,传承民族

文化. 文章选取北师版、人教版初中数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类型、呈现方式、运用方式、认识水平四个维

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比例失衡,呈现方式单一,运用方式简单化,认知水平不高.
建议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教育功能,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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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

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强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提出结合学科特点,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 + 2 + N”全科覆盖. 《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也提出要“关注数学

学科发展前沿与数学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1] .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融入课程教

学是数学学科落实《指南》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数

学学科育人的时代号召. 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载体,
研究教科书中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入现状,探
讨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教学的开展具有

重要意义. 基于此,笔者拟对初中数学教科书中的中

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进行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本地使用较广泛的 2012 年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简称人教版)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简称北师大版)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

验教科书(7—9 年级),共 12 本.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参考已有研究维度构建

分析框架,对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

进行划分,统计各类别数量,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得

出结论.
3. 分析框架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内容类型、呈现方式、认知水

平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科书时关

注的焦点[2 - 4] . 此外,运用方式是影响中华优秀传统

数学文化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将从内

容类型、呈现方式、运用方式和认知水平四个维度对

初中数学教科书中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进行

分析.
参考董毅在《数学思想与数学文化》一书中对数

学思想文化的定义[5],并结合数学教科书的具体情

况,本研究将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划分为数学历

史、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数学精神、数学游戏五

类. “呈现方式”借鉴姜浩哲对栏目的划分,根据所处

栏目将其分别归于贯穿性正文、背景性正文、阅读性

专栏、例题与习题[4] . “运用方式”参照汪晓勤等人对

数学史的划分[6],并进行更贴切的解释. “认知水平”
按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认知水平划分为了解性、
无联系程序性和联系程序性,逐级递增[7] . 具体统计

指标如下页表 1 所示.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 内容类型

由下页图 1 可知:从总量来看,北师大版中华优

秀传统数学文化素材数量多于人教版;从内容分布来

看,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主要类型是数学历史,
北师大版、人教版分别包含 19 处、12 处,其次是数学

思想方法,对数学应用、数学精神、数学游戏关注较

少,存在着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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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融入初中数学教科书的分析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描述

内容类型

数学历史 包括历史上数学知识的起源和发展史,以及数学名题等相关材料

数学思想方法 指的是一种理性化的思维范式和认知模式,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数学应用 包括数学在生活生产、技术创新及社会发展等现实情境中的应用

数学精神 包括数学家“求真、求变、求新”的理性精神

数学游戏 包括起源于中国且蕴含着数学原理的益智游戏

呈现方式

贯穿性正文 在正文中以贯穿整个数学知识内容的方式进行呈现

背景性正文 在正文旁注、脚注中对数学知识进行简短的补充拓展

阅读性专栏 在“读一读”“阅读材料”和章引言等阅读性专栏中进行呈现

例题与习题 在例题、习题、练习等栏目中进行呈现

运用方式

点缀式 附以简短文字或孤立图片(如名词解释、数学图案)丰富数学主题

附加式 文字阅读材料,包括历史上的数学问题、思想方法、数学概念符号发展

复制式 各栏目中直接采用历史上的数学问题、数学解法、定理证法等

顺应式 对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素材进行加工,使之具有适合课堂教学的情境或属性

重构式 借鉴或重构知识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发生法来呈现知识

认知水平

了解性 仅要求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有大致、笼统的认识

无联系程序性 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素材设置问题,强调巩固所学知识,得到正确答案

联系程序性 学生付出认知努力,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并能够进行知识迁移

　 　
图 1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类型柱状图

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取材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实际教学的价值取向. 数学历史是中华

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学教学中介

绍一些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这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历史价值层

面. 实际上,数学的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知识本身的

发展历史,还在于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数学

精神以及它的应用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具有

明显的东方特点,“正负术” “勾股定理的无字证明”
“一元二次方程的几何解法”“海岛测高”等内容蕴含

了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算法化、模型化、数形结合

的特点,对学生的思想启迪具有重要作用. 教科书中

将一次函数模型与“漏刻”工作原理相联系,有利于

学生了解数学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感悟古代人民

的数学智慧,其教育价值远超于数学知识本身.
2. 呈现方式

根据下页图 2 可知:初中数学教科书中对中华优

秀传统数学文化主要编排在“阅读性专栏”和“例题

与习题”栏目中,北师大版包含了 11 处阅读材料和

11 道古代数学名题,人教版包含了 8 处阅读材料和 6
道古代数学名题. 贯穿性正文内容较少,主要是以古

代数学游戏为载体设置探究活动.
事实上,呈现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数学教学中

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阅读性专栏或背景性正文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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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呈现方式柱状图

我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果,对激发学生兴趣、开阔学

生视野,帮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智慧有重要作用,例
如初中数学教科书中以“杨辉三角”为载体,引导学

生探究(a + b) n 展开式系数的规律,不仅强化了学生

对“整式的乘积”有关知识的认识,还加深了学生对

“杨辉三角”的理解,让学生感受到了数与形之间的

奥秘.
初中生正处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的过渡期,

古代数学名题通常是基于经验或任务导向的,在数学

教学中编排我国古代数学经典名题,有利于降低数学

问题固有的抽象性,帮助学生了解传统社会日常、风
俗民情. 北师大版在“二元一次方程组”内容中编排

了多个生活化的数学问题,如“牛羊各值金几何”,这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价情况.

3. 运用方式

由图 3 可知:北师大版和人教版中的中华优秀传

统数学文化素材以复制式和附加式融入为主,占比高

达 74. 1%和 60% ;体现数学史古为今用的顺应式内

容,两版本数学教材中分别包含 4 处、5 处,而点缀式

内容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体现数学知识发展过程的

重构式内容严重不足,北师大版仅包含 2 处,人教版

未出现重构式内容.

图 3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运用方式柱状图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直接影响教

学效果,由于附加式材料和直接引用古代数学问题的

复制式材料不需要进行任何加工改动,内容浅显,故
更加容易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中. 但两者的运用水平均

相对较低,无法体现数学家对知识的火热思考. 对中

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素材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的顺

应式,使材料具有适合课堂教学的情境或属性,有利

于学生接受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和成就. 作
为最高水平的重构式,通过重构知识发展过程,积极

引导学生了解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有利于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北师大版在“一
元二次方程的几何解法”内容中展示了阿尔·花拉

子米和赵爽的几何解法,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

绎,让学生在归纳中体会不同时空的数学家对同一课

题的探索,进一步开拓思维.
4. 认知水平

由图 4 可知:北师大版和人教版中的无联系程序

性材料数量最多,分别包含 13 处、8 处. 其次是了解

性材料,分别包含 9 处、8 处. 联系程序性材料占比最

小,分别包含 5 处、4 处,约占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

内容总量的 20% .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认知水

平设置合理,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认知水平.

图 4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认知水平柱状图

进一步,我们发现认知水平的设置与其所在位

置有一定关系.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借助

旁注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数学的知识源流;然后,
在知识训练中引入古代数学问题,让学生在古今解

法的对比中感受创造性智慧、巩固新知,进一步渗

透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最后,当学生对知识掌

握到一定程度后,教科书在章节末尾设置拓展性阅

读或数学探究活动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

的深度,让学生深刻感悟古代人民的创造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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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海岛算经》中的“测高问题”对学生的知识储

备有一定的要求,难度较大. 而刘徽早在公元 263
年就利用线段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了精确的结果,
显示了我国古代测量数学的进步,这一内容的融入

有利于学生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魅

力,增强民族自信心.
三、研究启示

1. 多元挖掘文化资源,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

化内容

两个版本初中数学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数

学文化存在着严重的类型别分布不均的问题,侧重于

知识性成分,对观念性成分和数学生活化缺乏关注.
事实上,观念性成分可以从精神层面上影响学生学习

数学的信念、行为和价值观[8],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
其教育价值高于知识本身. 因此,教师首先需要积极

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资源,以多角度、多领域

进行展示,增添丰富性和生动性;其次,教科书对中华

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的研究浅尝辄止、系统性不

强,可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整合,如刘徽在代数方面的

贡献、宋元数学“几何代数化”的卓越表现、半符号代

数的建立(天元术和四元术).
2. 有机融入教学活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

化功能

以数学课程标准为依据,科学解构中华优秀传

统数学文化在数学教科书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教学

要求,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从课

程形态向教学形态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

的教学要与现有的数学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把
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思想内涵的课程内容

视为教学重心,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内容

与问题探究、项目式学习、数学实验等数学活动有

机结合,在教学各环节进行有机渗透,并在教学时

辅以图片、影像等多元化手段进行讲解,为学生营

造“沉浸式”学习氛围,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数学

文化的育人功能.
3. 合理设置认知梯度,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

化感悟

两版本初中数学教科书中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

化的认知水平不高,联系程序性材料占比较小,大多

数内容是学生课后自主浏览便可快速了解的古代数

学成果,但过多的了解性材料极易使中华优秀传统数

学文化教学陷入广而不深的形式主义泥潭. 因此,教
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教学中可适当调整中华

优秀传统数学文化的认知水平,加强学生对中华优秀

传统数学文化的感悟. 例如人教版在“有理数的加减

法”内容中要求学生仿照完成含负数的幻方,但完成

难度系数低,难以使学生与材料产生共鸣. 对此,教师

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三阶幻方所隐藏的数学规律,进
一步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背后的知识原理后

再解决相关问题,并适当介绍我国南宋数学家杨辉关

于幻方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感受幻方构造中神秘而深

远的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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