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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探究
安芳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河北石家庄，050031；

摘要: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如挖掘教材文化元素，将数学概念、

定理与传统文化关联；创新教学方法，采用故事、游戏教学法激发兴趣；运用数学史，学习古代著作、传承数学

家精神；开展实践活动，举办展览、主题班会；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包括培训和自我学习等，以

促进中职数学教学与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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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教育改革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中

越来越看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职教育是我国职业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和技能，还应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

命。提倡将传统文化渗透在中职数学课堂中，可以改变

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

学习效率，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一旦学生有了良好的学

习习惯也会更注重自身文化底蕴的培养，形成一个正向

循环。因此，传统文化教育和数学课堂本身是相辅相成

的。

1 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1.1 增强文化自信

在中职数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意义深远。古

代中国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众多辉煌成就，如《九章算术》

中涵盖的丰富数学知识体系，包括分数运算、方程求解

等先进算法；祖冲之精确计算圆周率，领先世界近千年。

这些成就展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智慧和强大的创造力。

当学生在数学课堂上接触到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数学瑰

宝时，他们会深刻认识到自己民族在数学发展史上的卓

越贡献。这种认知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了解，更能让学生

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崇敬与自豪之情，从而

增强文化自信。

1.2 提高数学学习兴趣

传统数学教学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容易让

学生感到枯燥和抽象。而传统文化中的数学故事和游戏

则充满了趣味性。例如，“韩信点兵”这一传统数学故

事，通过讲述韩信如何巧妙地运用数学原理计算士兵人

数，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又如七巧板游戏，它由

七块简单的几何图形组成，可以拼出千变万化的图案。

在中职数学教学中融入这些故事和游戏，能够彻底改变

数学课堂沉闷的氛围。学生被这些有趣的内容所吸引，

注意力更加集中。他们不再觉得数学是一堆冰冷的公式

和数字，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充满趣味的学科。

1.3 培养数学素养和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和哲学

观念，这些与现代数学素养的培养紧密相连。以《九章

算术》为例，其中的算法思想为现代算法教学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出入相补”原理通过图形的割补来解决面

积、体积等数学问题，这有助于学生直观地理解数学中

的等量关系和几何变换。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数学家

们对待数学研究严谨认真，祖冲之在计算圆周率时，经

过无数次的反复验证才得出精确结果，这种严谨的态度

值得学生学习。他们在追求数学真理过程中的执着精神，

以及在学术交流中谦逊的态度，都能在学生的心灵深处

播下积极的种子。

2 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

问题

2.1 教师意识和能力不足

许多中职数学教师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较

为薄弱，对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的理解浮于表面。由于

缺乏深入研究，难以察觉传统文化与数学教学之间的潜

在联系，从而缺乏主动融合的意识。在教学能力上，他

们习惯传统数学教学模式，缺乏创新思维去挖掘传统文

化中的数学元素，如古代数学谜题、传统建筑中的数学

原理等。即使偶尔尝试融入，也因方法生硬，无法将传

统文化自然地渗透到数学教学环节中，难以达到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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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也不能有效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角度理解数

学知识。

2.2 教材缺乏系统性整合

中职数学教材构建于现代数学知识框架之上，对传

统文化中的数学内容重视不足。这些教材只是偶尔提及

传统文化元素，像简单介绍古代数学名著中的某个定理，

或者一笔带过传统数学故事。这些元素零散分布，缺乏

连贯性和系统性规划。没有围绕传统文化中的数学思想、

数学成就等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教师难以依据教材开

展深入的传统文化与数学融合教学。学生也无法从教材

中系统地认识传统文化在数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限制了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在数学教学中的发挥。

2.3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传统中职数学教学评价聚焦于学生对数学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掌握，例如计算能力、解题技巧等。然而，

对于在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创新教学方

式，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评价指标和方法。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难以衡量传统文化融入是否提升了学生的数学

学习兴趣、文化素养等多方面能力。由于缺乏评价的导

向作用，教师没有足够动力去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学教学

的融合路径。这不仅阻碍了教师对教学方法的创新尝试，

也不利于在中职数学教学中全面推广传统文化的融入，

限制了数学教学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拓展。

3 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

3.1 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3.1.1数学概念与传统文化

在数学概念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有效

的教学手段。以“对称”概念为例，中国传统建筑如故

宫，其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左右两边在形状、大小等方

面呈现出精确的对应关系。这种建筑上的对称美与数学

中的对称概念相呼应。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故

宫建筑图片，分析其中对称元素，再引入数学中对称的

定义、性质等。学生既能从熟悉的建筑实例中直观理解

抽象的数学概念，又能领略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价值，感

受传统文化与数学知识的紧密联系，从而提升对数学概

念的理解和记忆。

3.1.2数学定理与传统文化

数学定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定

理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拿勾股定理来说，它在

中国古代被称为“商高定理”。教师讲述商高发现该定

理的过程，如商高如何通过测量土地等实践活动总结出

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同时介绍古代中国人在建筑工程、

天文测量等方面对勾股定理的应用，如利用勾股定理确

定房屋的直角结构。这使学生明白定理的产生源于实际

需求，且我国古代在数学定理的发现和应用上有着卓越

贡献，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数学定理的学习热情。

3.2 创新教学方法

3.2.1故事教学法

故事教学法能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数列

教学中，古代印度国王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非常

合适。故事中，发明者要求在棋盘的每个格子里放置麦

粒，数量从 1开始，后一格是前一格的 2倍。这个麦粒

数构成了等比数列。教师讲述这个故事时，可逐步引导

学生分析每个格子的麦粒数规律，从而引出等比数列的

概念、通项公式和求和公式。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被

情节吸引，主动思考故事中的数学问题，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掌握了数列知识。这种方法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

有趣的故事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并非枯燥的公式，

而是充满趣味和智慧的学科。

3.2.2游戏教学法

游戏教学法为数学课堂注入活力。七巧板作为传统

数学游戏，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在几何教学中，教师

让学生用七巧板拼出三角形、四边形等几何图形。学生

在拼的过程中，需要仔细观察七巧板各个板块的形状、

大小和角度关系，这有助于他们深入理解几何图形的特

征。例如，通过不同的拼接方式得到不同类型的三角形，

学生能直观地认识到三角形的多样性。七巧板游戏还能

激发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他们需要在脑海中构思图形的

拼接方案，同时培养创造力，尝试用多种方法拼出指定

图形。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到数学

学习中。

3.3 运用数学史进行教学

3.3.1古代数学著作的学习

引导学生学习古代数学著作对数学教学意义重大。

以《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为例，在学习过程中，

教师选取《九章算术》中的“方程”章进行讲解。教师

先展示古代方程的表示方法，如用算筹摆出方程，然后

详细讲解古代的方程解法，像“直除法”等。接着与现

代方程解法对比，现代方程使用字母表示未知数，有系

统的消元、代入等解法。通过这种对比，学生能看到数

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了解到我国古代数学在

方程领域的先进性。这不仅使学生掌握了方程知识，还

让他们体会到数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到我国古代数

学在世界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激发学生对古代数学文

化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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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数学家的故事与精神传承

讲述古代数学家的故事对学生的成长有着积极的

影响。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故事堪称经典。祖冲之在当

时计算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运用

割圆术，经过无数次的计算，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

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教师讲述这个故事时，详细描

述祖冲之面临的困难，如计算工具的落后、计算过程的

繁琐等。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被祖冲之的刻苦钻研

精神所打动，学习他勇于创新、对科学执着追求的态度。

这种精神激励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不畏困难，积极探索新

知识，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数学学科的热爱。

3.4 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数学实践活动

3.4.1数学文化展览

数学文化展览是一种综合性的实践活动。组织学生

举办展览时，学生需要围绕古代数学著作、古代数学家

生平事迹和传统数学游戏等内容进行资料收集。例如，

在收集古代数学著作资料时，学生要了解《算经十书》

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对于古代数学家生平事迹，

他们要深入研究刘徽、秦九韶等数学家的贡献。在传统

数学游戏方面，除了七巧板，还有九连环等游戏的玩法

和数学原理。在制作展板过程中，学生将这些资料进行

整理、排版和设计。通过这个过程，学生深入探究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数学元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在团

队合作中学会分工协作，同时在展览展示过程中向更多

同学传播数学文化知识。

3.4.2数学文化主题班会

数学文化主题班会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

平台。在班会上，学生分享自己收集的数学文化故事和

游戏等内容。比如有的学生分享“曹冲称象”的故事，

阐述其中蕴含的等量代换思想；有的学生介绍“韩信点

兵”问题，涉及到数论中的余数问题。通过分享，学生

们从不同角度了解数学文化。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可以

讨论故事中的数学原理，交流游戏的玩法和心得。这种

轻松愉快的氛围激发了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兴趣，让他们

在交流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

与数学的融合之美，增强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3.5 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

3.5.1教师培训

教师培训是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的

重要途径。学校定期组织的培训内容丰富多样。在古代

文化经典研读方面，教师深入学习《论语》《孟子》等

经典著作，理解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等，挖

掘与数学教学相关的元素，如《论语》中的逻辑思维。

传统文化与数学教学融合的案例分析则让教师学习他

人的成功经验。例如，有的教师将剪纸艺术中的对称原

理与数学对称概念相结合进行教学。通过培训，教师能

够系统地掌握将传统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方法和技巧，

如如何巧妙地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引导学生从传统

文化角度理解数学知识等，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3.5.2教师自我学习

教师自我学习对提升自身素养和教学能力不可或

缺。教师主动阅读文化典籍，如《易经》中包含的二进

制思想萌芽等数学元素。在研究传统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时，教师可以深入探究古代建筑中的几何原理、传统艺

术中的数学规律等。同时，教师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如将传统的猜灯谜活动与数学谜题相结合。通过自我学

习，教师能够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与数学知识融合，在教

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传统文化元素，

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

而提升数学教学的整体效果。

4 结束语

中职数学教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

意义。虽然目前在融合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深

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教学方法、运用数

学史、开展实践活动以及提升教师素养等方法，可以有

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数学教学。这不仅能

够提高中职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还能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和数学素养的中

职学生做出贡献。在未来的中职数学教学中，应不断探

索和完善融合的方法，使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中发挥更

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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