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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窑中的数学美及项目学习设计

陈可可　 　 唐恒钧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数学课程,对于帮助学生启迪思维、拓展知识、增强文化自信有重要

作用. 文章尝试以婺州窑中的数学美为教学素材的挖掘点,通过项目学习设计,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审美力

量,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目标.
　 　 【关键词】婺州窑;数学美;项目学习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

软实力,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不竭源泉,具
有丰富的育人价值. 作为传承与创生文化的主渠道,
学校数学课程在关注数学学科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关

注数学的文化特性,尤其是对某种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的重视[1] .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数学美,
有利于在数学知识传授的同时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

人的目标.
有学者详细分析了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数

学课堂的实然状态. 然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何种方式真正地与数学教学有机融合起来,是值得进

一步研究的. 从广义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

物质创造的显性文化,也包含精神创造的隐性文化,
表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可借助以开放性、多样化为特

点的项目化学习为载体加以融入. 但目前在数学教学

中缺少对相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整

理,也缺乏适合于项目化学习的素材. 因此,以婺州窑

中的数学美作为教学素材的挖掘点,尝试进行项目学

习设计,将数学知识应用到富含文化的赏析和创作

中,发挥数学的文化价值、审美力量.
一、婺州窑中的数学美

金华地处浙江之心,素有“文献之邦” “小邹鲁”
的美誉,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婺文化. 婺文化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婺学、婺剧和婺窑,更是被称为“婺州三绝”. 婺剧、
婺窑烧造技艺分别被列入第二批、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不可或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
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产生和使用着数学,但在文

化的发展与交流过程中,这些数学往往被忽视了,需

要对其进行重新挖掘[2] . 基于此,本文以“婺州三绝”
中的婺窑瓷器为传统文化素材,深入挖掘其中的数学

美,开启新视角下的艺术赏析.
(一)纹饰中的数学美

婺州窑瓷器纹饰的基础为几何图形,将基础图形

进行轴对称、旋转、平移等多次变换,得到多个新纹

样,颇具和谐之感,让几何学在瓷器上大放异彩. 例
如,图 1 的划花装饰,先用纹器纹划出四周轮廓,并把

图案进行四等分,再在 4 个等分的类似三角形中,进
一步细划两组对称且相同的花卉纹饰[3],纹饰构图简

练,给人以工整秀丽之感. 图 2 则是刻花装饰中最常

见的莲花瓣纹,以弧线刻成花瓣,用单线刻出茎,将花

瓣进行多次旋转变换,构成一幅精巧的图案纹饰. 再
如图 3 和图 4,与前几幅纹饰不同,不再追求写实,而
是采用几何形的花草图案,利用对称或四分法的几何

纹饰,构图严密,精致细腻. 图 5 和图 6 则是采用划纹

装饰,如:同心的圆圈纹、等高平行的弦纹及呈螺旋状

旋转变换的旋纹等. 虽相比于花草纹饰,划纹装饰显

得较为简约,但却不失质朴大方,更能体现古代窑人

对于几何图形组合的朴素追求.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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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型中的数学美

从各类瓷器的造型中发现,瓶颈与瓶身、瓶腹比

例不同,给人的美感不同. 如图 7 中的北宋时期婺州

窑青白瓷印花方瓶(下简称北宋方瓶)和唐代婺州窑

褐斑釉青瓷瓶(下简称唐代瓷瓶),二者都是瓷瓶,但
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正是因为其颈与身的比例不

同,唐代瓷瓶颈身比例小,几乎没有颈部,瓶腹上即为

瓶口,给人以敦实、厚重之感. 而北宋方瓶的颈部占比

更大,因此给人以修长、端丽之感. 虽北宋方瓶与立体

几何中的四棱锥类似,都是底部宽于顶部,但不同于

四棱锥的“棱条从底部直达顶部”,北宋方瓶更有曲

线感,给人以“一波三折”的韵味. 可见,颈身比例较

大的瓷瓶在外形上要更加流畅、自然.

图 7　 北宋青白瓷印花方瓶(左)和唐代褐斑釉青瓷瓶(右)

(三)堆塑中的数学美

对称与平衡是婺州窑堆塑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如图 8 所示的双猴捧月尊,为 2016 年第六届中国(浙
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作品,由婺窑传承人陈

新华所制,其肩部左右两侧各饰对称的猴子捧月状形

耳. 图 8 的谷仓罐,则是三国时期的产出物,罐体上部

以五联罐为主体,中央罐体坐落在正中央,四周堆塑

着以中心目标为对称的四小罐. 两晋窑人也同样将对

称理念注入艺术作品之中. 东西晋时期,细网纹折沿

洗的腹中上部往往有对称着的兽首,在双复系罐的肩

部也常常十字对称分置着衔环铺首[4] . 可见,人们对

于美的研究贯穿古今,不同时期都有其独属的美学特

点,但象征着和谐平衡的对称之美一直是人类亘古不

变的追求.
二、“婺州窑中的数学美”项目学习设计

数学家徐利治先生曾提出:“数学教学的目的之

一便是让学生能够在数学学习中获得对数学的审美

能力,即能增进学生对数学美的主观感受. ” [5] 婺州

窑作为中国六大青瓷窑之一,既与传统的陶瓷文化一

图 8　 双猴捧月尊(左)和三国青瓷堆塑谷仓罐(右)

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其艺术作品蕴

涵着极为丰富的数学之美. 借助“婺州窑中的数学

美”项目,将陶瓷文化与数学知识结合起来,让学生

体会、理解数学背后的观念和重要的文化价值[6],不
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几何素养,还能提升其审美能力,
实现文化育人目标.

(一)教学目标确立

“婺州窑中的数学美”项目聚焦婺窑文化内涵和

特征的挖掘,让学生在理解婺窑文化的基础上,对婺

州窑瓷器中的数学元素进行挖掘,并完成现代创新文

化工艺品的制作. 通过活动的视觉性、实践性,让学生

充分感受到古代窑人的智慧和对数学美的朴素追求.
具体而言,教学目标可描述为:

1)了解婺州窑基本知识(婺州窑的起源、发展、
文化意义等);

2)自主挖掘婺州窑瓷器中的数学元素,从数学

角度理解与体会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3)结合数学原理及思想,设计、捏制具有现代感

的瓷器,并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
4)感受瓷器的造型美,纹饰的对称、和谐美等,

感受传统文化中的数学魅力.
(二)教学活动设计

1. 走进江南历史名窑———婺州窑

教师利用多媒体创设文化情境,向学生展示婺州

窑的历史渊源和工艺流程等,让学生对婺州窑有基本

的了解;提供真实的婺窑陶瓷制品,学生认真观察和

记录文化作品的形态. 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时期婺

窑瓷器的形态特点不同,让学生分组形成学习小组,
课后阅读科普文本、查阅资料,归纳概括婺州窑出品

的各类瓷器的文化含义和相关特征.
教师引导　 大家通过自己查阅资料、观看视频以

及看到的陶瓷成品对婺州窑有了基本的了解,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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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婺州窑及其产出的各期瓷器特

点的看法或感受.
学生预设　 根据小组搜集的资料,学生大多从历

史、政治、宗教等人文角度对婺州窑艺术作品进行

赏析.
设计意图　 通过文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感受和

体验婺州窑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引导学生对瓷器进

行赏析,增强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释放婺州窑古陶

瓷的文化审美特质,落实初中生中华传统文化德育

目标.
2. 开启新视角下的婺窑名品鉴赏

教师总结上一环节学生的发言,并顺势引出能否

用新视角———数学,对婺窑陶瓷制品进行鉴赏,引导

学生探究婺窑瓷器中蕴涵的数学元素.
教师引导　 刚刚同学们都分享了各自对于瓷器

的解读,有历史角度的、政治角度的,也有关于宗教

的. 我们知道看待一件事情是要多方位、多角度的,欣
赏婺窑瓷器的美也是一样,那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从数

学角度来欣赏、了解婺窑瓷器呢? 一起试试看,或许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婺窑瓷器之美.
学生预设　 从瓷器的纹饰上发现,瓷器上的纹饰

涉及数学中常见的几何变换,如旋转变换、平移变换、
全等变换等;从各类瓷器的造型中发现,比例不同给

人的美感不同;从瓷器的堆塑上发现,数学中的对称

与平衡在婺州窑艺术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设计意图　 结合教学目标提出问题,让学生尝试

将数学和瓷器结合起来,思考婺州窑陶瓷文化背后的

内涵,从数学角度看到不一样的婺窑瓷器,也能从瓷

器鉴赏中找到另一种数学,感受古代窑人对数学美的

追求和朴素的认识.
3. 探寻陶瓷艺术创新的数学表达

组织学生利用数学理念表现艺术形式,通过绘制

立体图、三视图等方式进行创意设计,赋予文化作品

以数学内涵,并在教师和手工艺人的帮助下,将设计

方案立体化,最终完成具有数学特点的个性化陶瓷工

艺品的制作.
教师引导　 在上一环节,我们分析了现成的婺窑

古瓷器所蕴涵的数学元素,那么同学们能否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围绕上一环节探究的内容进行创意设计,
制作一个具有数学特色的陶瓷工艺品呢?

学生预设 　 对于纹饰方面,学生会考虑几何变

换、图形的密铺;对于造型方面,由前面探究的瓷器比

例,学生很容易想到尝试将黄金分割比融入瓷器的制

作中;对于堆塑方面,可能会想到三棱锥和圆锥等几

何造型的拼接加工等.
设计意图 　 通过实际操作,培育学生的创新能

力、综合设计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在实践中探究,在
学习中创新,实现丰富知识和传承婺窑非遗文化的

双赢.
4. 分享交流文创作品设计理念

带领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在校内或者社区、陶
瓷博物馆将各小组的作品设计图及成品进行展览,邀
请婺州窑陶瓷名家、家长等参观,进行分享与交流.

教师引导　 同学们都完成了极具特色的陶瓷工

艺品,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活动都对婺州窑有了一定的

了解,文化的传承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同学们

能否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学校,让更多的人了解婺州

窑呢?
学生预设　 在作品展览时,将自己小组的设计理

念进行说明,并分享小组在制作过程中的感受与

体会.
设计意图　 在面向社会展示的过程中,学生也会

通过社会的文化情境,产生新的认识,即在原有的文

化感知的基础上,促进生成新的理解,加强对婺州窑

文化的情感依附和文化认同.
5. 总结活动促进理解升华

引导学生回顾整个探究、创作过程,分享自己的

感想体悟,并进行自我反思. 教师对学生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的文化感知、知识习得以及能力培养等多个方

面的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
教师引导　 相信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可以体会

到,数学的美不仅仅在于数学内部,在我们的传统文

化中也有体现. 请同学们谈谈本次学习的收获.
学生预设　 数学是无处不在的;感受到了古代工

匠对于数学美的追求等.
设计意图　 通过总结和评价,使得学生获得对传

统文化内涵的进一步理解,再一次感受到数学的文化

价值、审美力量.
三、“婺州窑中的数学美”项目实施建议

(一)课时任务安排

“婺州窑中的数学美”项目可以分 5 课时开展.
第 1 课时为文化感知课,利用微视频等方式使学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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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体验婺州窑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通过观察真实

瓷器,引导学生对瓷器进行赏析. 此外,也可以让学生

成立学习小组,在课后发放学习任务单,搜集婺州窑

各类瓷器图片等. 第 2 课时为数学鉴赏课,学生先分

享前期小组调研成果,阐述各类瓷器的文化含义和相

关特征. 教师引导学生从数学角度对瓷器进行审美描

述,循循善诱地将数学知识导入教学. 第 3 课时为文

创设计课,学生将数学理念注入文化创作中,借助绘

制立体图、三视图等,完成简单的创意设计. 第 4 课时

为实践操作课,组织学生前往陶瓷博物馆实地参观,
将设计方案立体化,最终完成工艺品制作. 第 5 课时

为展示评价课,教师让学生作品走入社区,邀请婺窑

名家等社会人士参观,并进行分享与交流,教师根据

学生在项目中的学习情况和参与度对其进行综合

评价.
(二)学习工具准备

学习工具主要分为学习指导工具和学习记录工

具. 对于学习指导工具,教师需预先准备好婺州窑陶

瓷工艺品,整理婺州窑的相关阅读材料及视频,设计

陶瓷博物馆实地参观指引以及陶瓷相关制作工艺流

程的操作指南等参考材料. 对于学习记录工具,教师

需事先准备每课时的学习记录纸,如文化感知课的学

习任务单、数学鉴赏课的瓷器鉴赏描述记录、文创设

计课的创意设计图及理念说明、实践操作课的制作记

录表、展示评价课的分享交流记录和活动感悟等.
(三)项目评价设计

“婺州窑中的数学美”教学评价主要采取学生反

思和教师评价两种评价方式. 对于学生自我反思,可
借助 PMIQ 自我评价表(Plus:已学懂的知识、Minus:
未学懂的知识、 Interest:想深入了解的知识、Ques-
tions:仍存在疑问的知识). 对于教师评价,可根据活

动评价指标(表 1)对学生在项目学习过程中的传统

文化感知、数学知识习得以及基本能力培养等方面进

行综合性评价.
“婺州窑中的数学美”项目通过主题选择、目标

确立、活动过程设计以及具体实施建议,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数学课堂的开展提供有效借鉴. 在教学

实践中,还可以延伸至更多类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其中所蕴涵的数学原理、思维等进行深入挖掘,
思考其在教学中的生长点,完成教育形态转化[6],以
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浸润数学课堂.

表 1　 “婺州窑中的数学”活动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传统文化感知

文化背景 知道婺州窑文化发展历程.

文化制品
感知陶瓷工艺品造型、图案

元素意义.

数学知识习得 图形与几何

掌握常见的几何图形的变

换;能绘制简单的立体图、三
视图;知道简单几何体的结

构特征.

基本能力培养

审美鉴赏能力
能感受瓷器的造型美,纹饰

的对称、和谐美.

创新设计能力
会设计并制作个性化陶瓷工

艺品.

交流互动能力
愿意分享和交流自己的设计

理念和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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