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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
价值定位、路径、策略

唐慧荣　 　 唐恒钧

　 　 【摘　 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帮助学生理解和感悟中华民族独特的数学智慧,增
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文章提出,要实现小学数学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需明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的价值定位,并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融入路径与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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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精

髓,蕴含着中国古人独特的智慧及民族文化特质. 中
国古代数学以悠久的历史、卓越的成就和特有的价

值取向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2022 年版”)提出数学教育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实施素质教育的功能,数学教材应注重情境

素材的育人功能,如帮助学生理解和感悟中华民族

独特的数学智慧,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1] . 要
实现数学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就
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和价值

内涵,并努力将其合理融入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 虽
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已受到教育研究者

及一线教师的重视,但相关的实践研究仍然较少. 本
文将从价值定位、融入路径、融入策略这几个方面进

行剖析,以期为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思路.
一、价值定位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数学思想

融入小学数学教学,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 “转知

为智”的教育功能,在满足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客观要求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植入文化基因、
形塑内在精神力量,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和综合

能力.
1. 彰显文化之源,帮助理解数学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而成

的,因此,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数学历史的

发展脉络之中,才能彰显数学本源和思维价值. 教学

相关内容时,充分利用历史相似性原理,将历史中的

问题情境作为思考的起点,引出要解决的数学问题,
启发并引导学生在数学问题和历史问题间建立联

系,感悟其与历史问题解决有关的过程与方法,并运

用这些方法进行有效的思考、探究,从而找到有效的

问题解决方案[2] . 基于数学文化脉络的数学学习是

一种关联性学习,在新知和传统数学文化之间、问题

和传统数学思想方法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使数学内

容具有文化意义,从而减轻认知负荷,帮助学生理解

数学内容,同时增强学习的意义感.
例如,在教学多位数的认识时,结合古代算筹、

算盘的记数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十进位

值制记数系统的本质;又如,教学图形的认识时,引
入七巧板,通过拼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等活

动,理解图形边、角的特征及图形之间的联系.
2. 提供文化之根,促进文化心理融入

进行相关数学内容教学时,充分挖掘其内在的

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唤醒学习者深层的文化意识和

潜力,激发原始的数学思维和意识,有利于形成个性

化、民族化的数学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 课堂教学可

以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传统数学文化进行探索,使
学生感受数学思想方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

下的相似性,还可以通过对比研究中外数学发展史,
追寻数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根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民族数学观,破除对西方数学思维的盲目追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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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个人成长非常

重要的维度,也是个人存在的重要意义维度[3] . 文化

自信的建立不能靠外在强加,而要遵循学生认知和

身心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在不同阶段进行渗透,从
而真正实现文化的心理融入.

例如,教学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时,让学生了解中

国是最早发明十进制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十进制于 7
世纪从唐帝国传到印度. 又如,教学“圆周率”时,通
过剪多边形的操作活动让学生体验刘徽的“割圆

术”. 对比刘徽和阿基米德的方法,发现刘徽的割圆

术仅用内接正多边形就确定出了圆周率的上、下界,
比阿基米德同时用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简捷得多.
同时,刘徽还是中外数学史上第一个准确描述无穷、
提出极限思想的人. 此时,学生心理层面的文化融入

悄然发生.
3. 应用文化之本,传承数学文化智慧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古代人文智

慧是中小学课程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数学课程

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学生全面发展、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具有

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数学有着“经世致用”的实用主

义基调,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抽象难懂. 课堂中应重

构问题情境,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重演”在历史中

此类问题发现、解决、应用的过程,以显性的方式让

抽象的历史文化变得具体、形象. 学生亲身经历并感

受古代数学思想方法的实用性、便捷性、巧妙性,从
而体会数学传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数学传统文化

不仅为应用提供了问题情境,还为应用提供了方法

路径,应用的过程中提升了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觉性.
例如,教学计算器操作时可引入算盘,算盘是中

国传统的计算工具,享有“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美誉.
教学中可将算盘和计算器作对比,算盘的计算速度

虽然慢,但其结构具有叠加性,可以轻松解决大数的

计算问题. 通过阅读史料,进一步了解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试验成功的过程中,算盘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
时,学生深刻感受到古代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

生活.
二、融入路径

价值观的渗透不同于知识、技能的学与教,很难

以直接的方式教授,小学生也很难理解直接呈现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征及认知能力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

数学学科的深度融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

展,避免融入数学教学时出现“信息负荷”和“认知负

荷”等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是

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环渐进的发展过程,根
据数学化程度的不同,匹配合理的融入路径,逐步经

历文化感知和体验、文化理解和认同、文化传承和自

觉的过程. [4]

1. 从数学知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赏析式

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书籍、图案、故事等方式流

传千古,是人类发展、世界文明进步不可多得的宝贵

财富. 其中,传统图案是和古代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

文化产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色. 很
多传统图案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还有一些应用

于日常生活. 部分传统图案是数学学习的宝贵资源,
但离小学生生活较远,无法切身经历、体验.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还蕴藏着数学家刻苦钻研、不懈探索

与精益求精的故事,这些中国古代数学家的精神能

够引领学生树立不畏辛劳、奋勇前进的学习意识. 但
是,这些数学家的故事学生也较难经历、重演. 像这

些无法经历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采用赏析式融合

路径,这是一种从数学知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入样态. [4]教学数学相关内容时,穿插与数学传统

文化相关的图片,讲述数学家故事,通过观察、倾听

等直接感知的方式进行赏析,感悟千古不变的数学

之美,体会穿越古今的数学家精神.
例如,在教学平移、旋转和轴对称时,课件展示

传统的中国剪纸、精致的京剧脸谱、典雅的景德镇瓷

器图案、独特的杨柳青年画等,让学生感受古人如何

将数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活,体现数学之美. 又如,
教学“圆的周长”时,学生通过探索发现“圆的周长总

是直径的 3 倍多一些”,接着课件呈现 2000 年前古

代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中“周三径一”的说法,最后

介绍祖冲之是如何计算圆周率的,他是第一个将圆

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 7 位的人,精确度领先欧洲

1000 年. 课末,鼓励学生课后继续查阅资料. 通过这

样故事赏析及查阅资料的过程,学生不仅详细了解

了我国古代数学家,而且进一步体会到祖先们所创

造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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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数学知识:体验式

融合

还有一些历史数学名题、趣题,如“鸡兔同笼”
“长绳测井” “百僧吃百馒”等,它们的产生通常具

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是人类长期生产实践的智慧结

晶. 中国历史数学名题大多内容精彩有趣、构思巧

妙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奇妙的数学思想. 沈康身

教授认为:“历史数学名题体现和谐之美,和音乐、
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一样,是人类文化的瑰

宝. ” [5]学生在研究历史数学名题、趣题时,可以采

用体验式融合路径,根据名题、趣题的数学化程度,
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地组织和呈现内容,引导

学生动手操作,运用活动或微活动的方式经历文化

素材的数学化过程. 课堂中创设真实文化情境,让
学生穿越“时光隧道”,通过操作、演示或画图等活

动模拟古人的思考方法,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感悟

数学的魅力.
例如,《算法统宗》中的“百僧吃百馒”问题,可

以先用圆片代表馒头,通过折一折、撕一撕、分一分

等操作,理解“一百馒头一百僧,大僧三个更无争,
小僧三人分一个” 的意思,再通过画图、观察、计
算,发现一个大和尚和三个小和尚为一组,四个和

尚吃了四个馒头,一百个和尚就可以分成这样的二

十五组,最后计算出“大小和尚各几丁” . 又如“李

白买酒”,问题隐藏在文本之中:“李白街上走,提
壶去买酒. 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
喝光壶中酒. 借问此壶中,原有多少斗?”可以先通

过学生表演的方式理解题意,再让学生经历画图、
讨论,以及利用“倒推法”解决问题的过程. 这类历

史名题集古文、古题、诗歌及数学文化、问题于一

体,以体验式活动融合于数学教学内容中,学生在

问题探索中趣味盎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

与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3. 数学知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究

式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形式多样,选材丰富.
在选取文化素材时,需要深入挖掘可以引起学生认

知冲突的探究性内容. 有些传统文化承载着综合性

知识,可以采用探究式融合方式. 探究式融合是一

种深度融合,传统文化为课堂教学提供问题情境,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问题研究,经历层层探究最

后达成对知识的理解及对数学文化的感悟. 教学中

要根据具体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类型的探究融合方

式. “课标 2022 年版”将这类优秀传统文化素材纳

入综合与实践领域,要求开展主题式学习及项目式

学习(表 1) . 主题式学习强调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

题,按照教学目标需要,区分是以学习和理解数学

知识为目标还是以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为目标. 项
　 　 表 1 “课标 2022 年版”增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例

编号 实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类型 学段 领域 方式

1 例 24　 找出对应图形 中国传统印章文化 第一学段 图形与几何 —

2 例 22　 圆周率的故事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 第三学段
图形与几何

数与代数
—

3 例 31　 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 中国剪纸 第二学段 图形与几何 —

4 例 48　 欢乐购物街 中国货币 第一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5 例 49　 时间在哪里 中国古代计时工具 第一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6 例 51　 身体上的尺子 中国古代长度单位 第一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7 例 54　 年、月、日的秘密 中国古代时间单位与历法 第二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8 例 55　 土圭之法的故事 土圭之法、二十四节气 第二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9 例 57　 度量衡的故事 度量衡、成语 第二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10 例 59　 如何表达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中国古代的负数 第三学段 综合与实践 主题活动

11 例 64　 负数的引入 中国古代数学家及典籍 第四学段 数与代数 —

12 例 90　 绘制公园平面地图 文化古迹 第四学段 综合与实践 项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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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式学习则更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需要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或创新性发展,使之能

更好地体现时代特征,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境.
例如,“度量衡的故事”采用主题式探究活动,

课前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确定研究内容、制
订研究方案、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度量衡”的发展

和相关数学文化. 课堂中以古代基本长度单位

“尺”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通过测量活动,让学生

像古人一样经历度量单位从多元走向统一,从粗略

发展到精细的历史进程;再通过阅读文本材料“尺

的变化”,完成古今单位换算的任务,培养量感;接
着沟通联系古代文学作品,感悟文化,进而完善度

量衡发展结构. 课后,学生迁移“度”的研究思路,
继续展开对“量”“衡”的研究.

三、教学策略

为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数学课程内容

的有机结合,需要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

学课程教材指南》的要求,分析现有数学课程内容

中哪些适合融入传统文化,在尽量不增加课时的基

础上展开教学实践.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先确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内容,再结合数学学科的特

点,构思真实数学文化情境,让学生进入并持续性

地投入有价值的数学实践.
1. 构建真实文化情境,形成生态化的活动场域

历经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丰

富、厚重的,但其呈现方式对小学生来说又是抽象、
晦涩的. 为了加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兴趣及识别程度,课堂教学应构建真实的文化情

境.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素材所创设的情境,内
嵌真实问题,学生从已有知识结构中再现现实情

境,并将本我代入知识产生的起点. 真实的文化情

境可以唤起学生主动且持久的情绪准备,自然地引

发高质量的数学思考,因此,它是构建生态化数学

活动场域的关键[6] . 生态化的活动场域、良好的代

入感能激发学生自主地进入历史的角色或问题思

考中,在完成探究任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知传

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
例如,教学“田忌赛马”时,可以从《史记·孙

子吴起列传》中田忌和齐威王之间的故事引入,以
真实的历史情境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 学生经历动

手操作、讨论对比的过程,找到田忌的制胜策略,进

一步领悟古人的智慧.
2. 创设问题链,激活数学实践,彰显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数学思维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数学实践无法完整还

原历史过程,因此往往是经过理性重建后的简约实

践. 为了让学生经历历史情境中相应问题解决的关

键脉络,需要通过问题链还原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从而揭示数学发展的文化动因,提供学生探

索、应用数学的实践机会,感受传统文化中的数学

思维,从而发挥其教育价值[7] . 问题链中的问题并

不是散乱的,而是有其内在脉络. 可选择传统数学

思维方法作为主线,设计不断演进和发展的主干问

题,从而激活数学实践.
例如,进行三角形面积公式推导的教学时,首

先创设切入口低且具有延展性的起点问题:“古人

用一个三角形就能推导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你能模仿古人去试试看吗?”再由学生提出不断递

进的延伸性问题:“这个三角形通过剪拼会改变大

小吗?”“怎样剪拼能把三角形变成长方形?” “变成

长方形后怎样推导三角形面积公式?”伴随问题的

提出并加以解决,学生得到了各种不同的剪拼方

法. 实践结束后,由师生共同提出核心问题:“这些

剪拼方法有什么共同的特点?”数学链激发数学活

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逐步感悟“出入相

补”的数学思想.
3. 把握文化脉络,设置指向“再创造” 的活动

任务

在课堂教学中还原历史情境,基于文化脉络让

学生经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最终还要设置指向

“再创造”的活动任务,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小学阶

段,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还处于萌芽状态,设置活动

任务时要为学生的“再创造”提供脚手架,这些脚

手架可以是基础知识工具,也可以是研究方法、思
路[8] ;要注意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多个任务之间要

有层次、递进地呈现,为学生的不断探索提供隐性

脉络;任务要能引发学生之间的认知冲突,让他们

感受到探索的必要性.
例如,教学“圆的认识”时,认识了圆的基本概

念和圆规画圆的方法后,可以追问“不用圆规,只用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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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有挑战性的活动,一方面深化了学生对周长意

义的理解,另一方面突破了与概念本质属性无关的

干扰,在没有数据支持的真实情境中,进一步凸显周

长的基本属性———周长的长短与其呈现的形状无

关. 从而全面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分析、推理以及几

何直观能力,也顺利实现了“量感”的强化.
再如刘苑婧老师在拓展延伸环节,引导学生主

动尝试与探索,出示用 4 个边长 1 厘米的正方形拼

出的不同图形(如下图).

提出问题:算一算它们的周长,并观察这些图形

的周长,有什么发现? 学生通过计算发现:图形的周

长分别是 10 厘米、8 厘米、10 厘米、10 厘米、10 厘米.
教师追问:同样是 4 个小正方形拼成的图形,周长怎

么会不同? 引导学生发现:周长是这个图形一周边

线的总长度,中间重合的边越多,拼成的图形的周长

便越小. 当然,不管是怎样的形状,它的面积都是 4

平方厘米.
于“不变” (都是 4 个小正方形拼成的图形)中

发现“变”(周长不尽相同),又于“变” (拼成的形状

不同,周长也不尽相同)中感受“不变”(面积都是 4
平方厘米). 在这样一个“变与不变”辨证关系的循

环往复中,不仅渗透了数学思想,导引学生学思结

合,主动发现并掌握了周长和面积的本质区别,强化

了周长概念的内涵理解,更将“量感”培养拉上了一

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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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尺子怎样画圆”,激发学生基于已有知识和个体

独特的思维方式“再创造”画圆的方法. 有学生想到

利用正方形画圆. 但怎样能让这个圆画得更准确?
学生产生继续探究的欲望,边数越多就越接近圆,继
而引出《周髀算经》中对圆的描述“圆出于方”. 还有

些学生会想到画很多个与中心点距离相等的点,然
后将这些点连起来就是一个圆,由此引出《墨经》对
圆的描述“圆,一中同长也”. 将和圆有关的数学史嵌

入探究过程,重构活动任务,不仅让学生深刻感悟数

学文化,也进一步培养了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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