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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宁波教育管理工作者和广大教师教育教学的实践和理论水平，秉承“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现代金报·宁波教育》特设《明州教育》专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教育教学经验

和发表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平台。

要求
1200—3000字，拒收已发表过的论文。
一律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邮箱，文末注明作者通讯地址、邮编、工作单
位、联系电话、QQ、电子邮件等。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中学 曹戈

【摘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意义已经是许多数学教育家的共识：在数学发展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时，又是中学阶段可深入下去的基础知识，应恢复历史的“火热的思考”，笔

者通过收集和整理编写了相关衍生课程，在实践中，由于常规的教学时间很难被用作数学史的教学，笔

者借助信息技术进行全新的课程设计，利用学生碎片化的时间，力求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进行

HPM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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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数学史对于数学教育的意义与

18世纪的一种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创始
人孔德提出，对孩子的教育在方式
和顺序上都必须符合历史上人类的
教育，因为个体知识的发生与历史
上人类知识的发生是一致的。

这种理念使后世数学教育家相
信：数学史对于数学教学来说就是
一种十分有效、不可或缺的工具。英
国著名数学家德摩根强调数学教学
中应遵循历史次序，荷兰数学家和
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则批评那种
过于注重逻辑严密性、没有丝毫历
史感的教材乃是“把火热的发明变
成了冷冰冰的美丽”，认为数学史应
该是数学教师用于数学教学的必备
知识。到20世纪70年代，数学史对
数学教育的意义已经是许多西方数
学教育家的共识：利用它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
精神、启发学生的人格成长、预见学
生的认知发展、指导并丰富教师的
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和对数学价值的认识、构筑数学与
人文之间的桥梁等等。[1]

笔者于2017年申报了课题《基
于数学史的初中代数延伸课程开发
与实践研究》，在课程设计和实践研
究中积累了一点经验，具体如下。

2.课程内容的选择
在浩如烟海的数学史中，如何选

择课程内容？笔者主张遵循以下三
个原则。

2.1蕴涵重要数学思想方法的知
识应重点介绍

在初中作业习题中有很多数列
求通项公式或者求和的问题，比如
等差数列求通项公式，错位相减法，
裂项相消等，然而教材中并没有相
关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是遇
到一题讲一题，学生对数列的学习
是碎片化的，没有成体系的，故在课
程中介绍了数列的相关历史，下面
是这节微课的部分文字稿：

毕达哥拉斯把数1，3，6，10，15，

21……这些数量的（石子），都可以
排成三角形，像这样的数称为三角
形数。把1，4，9，16……这样的数称
为正方形数。

我相信曾经有无数的人在海边
摆弄过石子，但历史却只记住了毕
达哥拉斯。

只因为他留下了两个问题，能不
能不借助石子，计算出每一堆石子
的个数？把每一堆石子加起来，又有
什么规律？

翻译成现代的数学语言就是，第
n个数是多少？前n个数之和为多少？

介绍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列的
两个核心问题后，课堂上便可介绍
等差数列通项公式，错位相减法，裂
项相消等求和手段。课后可继续延
伸至无限项求和，下面是这节微课
的部分文字稿：

公元前5世纪，芝诺发表了著名
的阿基里斯悖论：他提出让乌龟在
阿基里斯前面9米处开始，和阿基里
斯赛跑，并且假定阿基里斯的速度
是乌龟的10倍。当比赛开始后，若阿
基里斯跑了 9米，设所用的时间为
0.9秒，此时乌龟便领先他0.9米；当
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0.9米时，他所
用的时间为0.09秒，乌龟仍然前于
他 0.09 米……芝诺认为，阿基里斯
能够继续逼近乌龟，但决不可能追
上它。

以上问题对时间求和即为(按照
配图数字输入)

t=0.9 + 0.09. + 0.009 + 0.0009 +
0.00009+…=0.9999…

可证明0.9999…=1
2.2 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是指介绍的内容应

脉络清晰、自成体系以使学生形成
系统的认识。例如高中教材中有

“复数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初中教
材中阅读材料里就有“负数的历
史”“无理数的历史”。

在初一上学完绝对值概念以后，
便可向学生介绍分类讨论思想，在课
堂上拓展至多个绝对值的讨论方法，
即零点分析法，这个方法在高中数学
中应用广泛，比如一元二次不等式的
解法，二次函数零点讨论等等。

2.3 体现数学家遭遇困惑、挫折
或失败的经历

美国著名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
莱因批评只注重逻辑严密性的数学
教材：“通常的一些数学课程也使人
产生一种错觉。它们给出一个系统
的逻辑叙述，使人们有这种印象：数
学家们几乎理所当然地从定理到定
理，数学家能克服任何困难，并且这
些课程完全经过锤炼，已成定局。学
生被湮没在成串的定理中，特别是
当他们正开始学习这些课程的时
候。”[2]

比负数概念以及负负得正这样
的运算法则，历史上的西方人也曾
经同样地困惑不解。19世纪法国著
名作家司汤达回忆从前学习负数的
情形：老师要他的学生将负数量看
成某人的欠债，司汤达疑惑了：“一
个人该怎么把 10000 法郎的债与
500法郎的债乘在一起，好得到五百
万法郎的收入呢? ”[3]而 18世纪还
有西方数学家不理解-a<0：“什么东
西可以小于没有呢?”，英国数学家
弗伦德抨击那些“谈论比没有还要
小的数、谈论负负得正”的代数学
家，认为负数有悖常理，“只有那些
喜欢信口开河、厌恶严肃思维的人
才支持这种数的使用”[4]。

克莱因指出了数学家奋斗经历
对学生的教育作用：“课本中字斟句
酌的叙述，未能表现出创造过程中
的斗争、挫折，以及在建立一个可观
的结构之前，数学家所经历的艰苦
漫长的道路。而学生一旦认识到这
些，他将不仅获得真知酌见，还将获
得顽强地追究他所攻问题的勇气，
并且不会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并非完
美无缺而感到颓丧。”[2]

3.课程实施
2019年，浙江省开展千校结对，

笔者所在方校与宁波市江北新城外
国语学校结对，笔者有幸作为支援方
教师为两校学生授课。在学校领导的
鼓励下，基于笔者的课题研究，笔者
开设了数学史课程《数学的魅力——
像数学家一样思考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

3.1创建探究性问题情景
课程伊始建立讨论群，在讨论群

中发布微课后，学生进行实时的自
由讨论，教师对学生讨论中的疑问、
见解进行实时的记录，并进行初步
引导，最后得出课堂讨论每一环节
的主题，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进
入问题的情境和适应讨论的氛围，
并对课程内容形成清晰的认识，以
达到“带着问题来课堂”的目的。

3.2探究式学习活动
课堂中的学习活动基于课前微

课开展，此时学生已了解历史问题
情境，明确课堂探究主题，在探究中
学生是课堂的学习者、参与者、研究
者。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发表课前初
步思考并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
学生的问题与方法，并为学生提供
新的数学工具，进而引申出相衔接
的新的真实问题，学生再次以小组
为单位解决新的问题，并进行汇报
与评议。

3.3延伸问题的探究活动
延伸问题的探究学习活动是整

个课程设计中最后也是最复杂的学
习活动。它建立在微课学习活动和
探究式学习活动基础之上，并且是
对前两个活动的深化和提升。

教师布置小论文后，各小组进行
选题，根据教师所给的线索成员分
解任务，确定论文方案，分布解决，
教师定期检查指导，各小组间可以
在讨论群中交流讨论，最终形成论
文，并在课程最后进行汇报与结果
分享活动，最终教师进行总结评价，
启发与反思。

4.小结
基于数学史的探究型课程为学

生创建了更加丰富有趣的数学课
堂，受到了许多学生及家长的欢迎。
学生更积极的参与课程，加深了学
生对概念性知识的理解，增加学生
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自
信心；探究式的学习活动，培养了学
生的科学探究意识，提高了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论文的撰写，则让学生
的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较
好的发展。

一门“无用”课程的诞生
——信息化教学下的HPM课程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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