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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山城的天气格外温暖；十月，孩子们的笑容也格外灿烂。在这欢乐的日子里，“2015

全国小学数学文化在小学素质教育中的实践探索研讨会”闭幕式在大渡口区实验小学锦天分

校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16日上午 8:30，浙江萧山沈洋老师执教的《圆的魅力》、江苏省胡小芳老师的《探索

格子乘法的计算方法》、重庆江北新村小学唐飞老师的《丌的传奇》等九节精彩纷呈的数学

文化课在各分会场同时进行。课上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使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数学家产生了深深

的敬佩；一个个有趣的数学奥秘让学生对数学学习也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课后参会的 5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学教师和教育同仁再次齐聚主会场聆听来自大

渡口区实验小学吴敏副校长等五位各省市兄弟学校校长汇报交流数学文化课开展情况。

随后，原西南大学常务副校长宋乃庆教授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李铁安博士分别从数学

文化的定义、数学文化对小学生的影响、活动的途径、遇到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指导和

详尽点评。重庆市教科院康世刚所长也从数学文化教育的兴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宝贵

的意见。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闭幕式结束，回眸短暂而充实的两天会议，每个人的发言就是一次

成功的分享，每一条经验的交流就是一次智慧的碰撞。结束就意味着一次新的开始，诚然，

我校对数学文化的探索还刚刚起步，还有着很多的困惑，还存在着不足，但是，以本次“数

学文化在小学素质教育中的实践研究研讨会”为新的起点，加强反思，认真分析，科学规划，

沿着这条探索之路坚定地走下去，数学文化定会为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带来课程改革、带来师

生发展、带来素质教育的明媚春天！



数学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2015-10-16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看到拿破仑、摩尔根、中国的老革命家陈云这三个名字，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18世纪欧洲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拿破仑运用数学上的

“关系映射反演”原理，正确设定了法军的进军计划而获得胜利；摩尔根，慧眼洞察到美国

“银行业”的发展前途，凭借其卓越的数学头脑，分析估计资金运行的规律，利用符合优化

法则的管理方法，成为美国银行界“摩尔根财团”的首创者与奠基人；有着“铁算盘”之称

的陈云，采用统计数学中的样本估算方法，仔细研究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候

补委员会”名单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利用估算结论辅助党中央除掉了中国近

代史上的大祸害--“四人帮”。

三个历史故事，说明了“数学头脑”就是能遵循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与规律去处理问题

和解决问题，“数学头脑”甚至能有助于解决军事、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而事实

上，数学头脑就是数学文化教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文化，即数学知识、数学精神、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思维方式等传播文明的总

和。《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数学文化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应

渗透在整套教材中。”由此可见，数学文化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已凸显出不容忽视的重要作

用。

2015 年 5 月的一个国培项目，让实小教师和《数学文化读本》（第一版）邂逅，也正

从那一天开始，实小就正式开启了数学文化的探索之路——

一、数学文化，给实小教师打开一扇窗

数学教育哲学家郑毓信教授这样说：“如果您的教学始终只是停留于知识与技能的层面,



您就只能算是一个“教书匠”；如果您的教学能够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思维，您就是一个“智

者”，您给学生带来了真正的智慧；如果您的数学教学能给学生无形的文化熏陶，那么，即

使您只是一个小学教师，即使您身处偏僻的深山或边远地区，您也是一个真正的大师，您的

生命也因此而充满了真正的价值。”可见，数学文化对一个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

大渡口区小学数学采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在人教版教材中，数学文化显性呈现以“你知

道吗”“数学广角”“数学游戏”“生活中的数学”等栏目为载体。“数学广角”为独立章

节，每册一章；“你知道吗”“数学游戏”“生活中的数学”则在练习或习题末出现。当《数

学文化读本》闯入实小教师的眼帘，老师们就表现出浓厚的探究兴趣——有的老师完完整

整地阅读完一册的内容，有的老师对自己所关注、所困惑的某一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读，

有的老师针对《数学文化读本》与人教版教材的教学联系进行着分析、梳理，有的老师和大

家聊起国培中研讨读本中的教学课例的经历与感受……

之后，有老师这样感概：“说真的，其实有的内容我自己也不曾知道，有的内容以前我

也还有些迷糊。”还有老师这样说：“之前我教 XX 内容时，也想过要给学生拓展，但是却

找不到适合的素材，或者不知道如何有机融入，这本书给了我很好的提示。”

从老师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看出，《数学文化读本》为教师们打开了一扇窗，而这扇

窗，让教师走出教材的局限，让老师们走近了数学史、数学家、数学应用、数学思想方法，

启动了教师对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实践中的思考！

二、数学文化，给实小课改打开了一扇门

从教育的发展看，素质教育是目标，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2005 年，

实小拉开了学校课程改革的序幕，经历了同心圆课程（1.0 课程）、启慧课程（2.0 课程），

目前正进入金钥匙课程（3.0 课程）的探索期。在上一阶段的课程建设中，实小数学团队以

“数学社团活动”为载体，一直致力于数学思维课程，重点关注学生对数学思考方法的认识



和运用。

2015 年 5 月《数学文化读本》的引入，为数学社团活动课程开发注入了新的血液，带

来了新的视角，开启了新的探索——

5月，数学文化读本》（第一版）进入实小，数学团队个体研读；

6月，实小数学课程开发团队三次集中研读活动；

7月，针对人教版教材，分析、对比、梳理，设计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对应的细目表；

8月，结合细目表，开发“数学万花筒”、“数学奇妙屋”、“数学工作坊”三个版块

活动；

“数学万花筒”——介绍数学史、数学家、数学趣闻等；

“数学奇妙屋”——介绍数学思想方法，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数学工作坊”——拓展数学应用，感悟数学学习的价值；

9月，正式启动数学社团新学期的三个版块活动。

《数学文化读本》（第一版）在实小数学社团活动课程的新探索和教学实践中，教师们

始终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学生认知基础和年龄特征，以人教版教材的相关教学内容为

切入点，带领学生自主地、生动地、有趣地开展学习活动；二是关注了同一内容的系统性、

连贯性。在新学期的社团活动中，学生们都兴致勃勃，乐于参与、乐于实践、乐于分享。

同时，因为《数学文化读本》（第一版）没有分设各年级的主题内容，在社团活动实践

中，数学团队也有了一些困惑，主要表现在：

（1） 《读本》资源丰富，主题研究内容与学生认知基础的矛盾客观存在，如何科学

选取适合学生学习年段的主题内容？

（2） 同一主题内容在不同年段选用，如何避免学习活动设计起点的重复和交叠，体

现不同年段的学习层次？



（3） 怎样组织学生经历不同于传统数学课堂教学的数学社团活动过程？

正值数学团队困惑之际，《数学文化读本》（第二版）再次走进了实小。新版《读本》

结合学习年段、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进度分册编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的分年段选材

的问题。从 2015 年 9月底拿到新版《读本》，第二轮的个体自读、年级研读、课例探索又

在实小数学团队中蔓延开来。昨天，16位实小教师以这次“数学文化在小学素质教育中的

实践研究研讨会”为平台，通过随堂授课的形式，将他们这十余天的《读本》研读、课例探

索呈现给与会的专家、同行们，虽然瑕疵点点，但勇敢面对、积极挑战、虚心学习、勤于反

思是实小教师团队永远的追求所在。在此，我谨代表实小全体数学教师团队衷心感谢各位专

家、各位同行给予的精心指导！

随着教师对《数学文化读本》（第二版）的深入研读与探索实践中，实小数学团队又产

生了新的困惑：

（1）配套西师版教材编排的《数学文化读本》（第二版）与人教版的教学进度不吻合，

根据学生的认知基础应怎样合理地取舍内容？

（2）人教版教材中的散点数学文化介绍、数学广角里专题内容，与《数学文化读本》

中的相同主题内容相比，应如何侧重？

虽然数学文化教学实践的困惑接踵而至，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数学文化为实小课改打开

了一扇门，正是这扇门，让实小数学教师团队稍作停息、驻足回眸，立足生本、立足发展，

反思 2.0 启慧课程，审视 3.0 金钥匙课程，跨过这扇门走向更远的课改之路！

三、数学文化，为实小学生开阔了一片天

南开大学顾沛教授说：“通过数学文化可使学生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

价值；开阔视野，加强学生对数学的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领

会数学的理性精神，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由此可知，数学文化对学生数学学习及未



来的数学素养提升意义深远。

近年来，实小秉承“启迪智慧、化育生命”的办学理念，倡导“敏学、敏行”的校风、

“笃智、笃行”的教风和“乐思、乐行”的学风，以“智慧少年”为学校培养目标，坚定不

移地走在“启慧教育”的办学特色之路上。实小数学团队也着眼于学生、着眼于发展，一直

在探索着学生数学素养的培育策略。从课堂教学的高效落实到社团活动的有机延伸，从2011

版《课程标准》“四基”“四能”的强调到“能说会算、分析推理、抽象建模、融汇运用”

实小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关键词的归纳，“生本”一直是不变的关键要素。

当《数学文化读本》进入实小后，学生们就被其彩色连环画形式呈现的反映数学文化内

涵的故事、活动所吸引，而社团活动里教师所选择的数学与生活、数学与健康、数学与游戏

等主题内容更是让孩子们乐思、乐行——《跳动的心脏》，学生第一次认识了心脏，第一

次懂得通过大数、统计图表等数学载体去了解心率的相关知识，学会关注自己、家人的健康，

感受数学与健康的联系；《货比三家不吃亏》，在学生个体信息采集、共学活动中的交流争

辩，懂得了纷繁的商家优惠活动要如何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头脑区分析；《挖宝

藏》，学生在喜闻乐见的系列游戏体验里去发现规律，继而自己根据数学规律去先设计游戏

规则；数学文化小报的编辑，学生各自在自己所感兴趣的数学领域里检索、筛选，各施其能

地将自己想和大家分享的数学知识、数学历史、数学家等精彩呈现出来……在这样的社团活

动中，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了学生们主动地在参与，较为深刻地在认识数学、理解数

学、学习数学，这些丰富的主题研讨活动不仅开拓了学生的数学视野，激发了学生的数学学

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数学优秀文化的熏陶，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从深远的意义来看，数学文化为实小的孩子们开阔了一片天，而这片天，让孩子们在数

学的领域里翱翔，在体验数学应用的价值、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中也促进孩子们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育！

诚然，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对数学文化的探索还刚刚起步，还有着很多的困惑，还存在着

不足，但是，以本次“数学文化在小学素质教育中的实践研究研讨会”为新的起点，加强反

思，认真分析，科学规划，沿着这条探索之路坚定地走下去，数学文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想，应该为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带来课程改革、带来师生发展、带来素质教育的明媚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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