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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应体现数学的文化观念

刘祥伟
1
, 黄 翔

2

1 重庆工学院 数理学院, 重庆 400050; 2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47

摘要: 首先以人们对数学的认识、数学家的活动、数学发展的动力来阐述数学与文化的关系; 然后指出数学文化

观念的教育意义和数学课程设计应关注的方面. 最后给出关于数学文化课程设计的一点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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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文化的涵义

1 1 为什么数学是一种文化

首先从文化的定义来看, 有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一切非自然的由人类所创造

的事物和对象;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或观念形式. 由于数学对象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 而

是抽象思维的产物, 它是一种人为约定的规则系统, 因此, 在这种意义上, 数学应该是一种文化.

其次, 在现代文化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把文化归结为成套的行为系统, 其核心是由一套传统观念组成.

明显地, 数学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数学共同体. 在数学共同体内, 每个数学家在从事自己的研究

活动时, 必然地处在一定的数学传统之中, 这种数学传统即是数学共同体共有的观念, 包括以下 3个方面:

核心思想 关于数学本质的总的认识, 即对于 什么是数学 的回答; 规范性成分 如何用一些规范或

准则去进行研究, 研究者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数学共同体的承认; 启发性成分 选择怎样的研究方向和

研究问题, 研究者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上述的数学共同体的观念可以看作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 并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 1] . 从以上两个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 数学是一种文化.

1 2 数学的文化观念是把数学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 人类文化系统之中

正如人类对地球的认识需要把地球置于宇宙一样, 我们认识数学这门科学, 也应把它置于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即是人类文化系统. 数学本身有许多的奥秘, 但它并不神秘, 它也是人类文明大家庭中的 普通成

员 , 数学与其它科学文化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 并与它们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反作用.

人们一直都把数学家视作创造奇迹的天才人物, 认为数学家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 他们的思维

创造是离奇的主观臆想, 与普通百姓毫不相干. 美国著名学者怀特( L White)的观点即是对上述看法的有力

否定, 他曾这样写道: 数学真理存在于个人降生于其内的文化系统之中, 这样文化系统便从外部进入他的

大脑. 但是, 离开了文化系统, 数学概念既不能存在也没有意义, 当然离开了人类, 文化系统也不复存在.

因此, 数学实在独立于个体意识而存在, 却完全依赖于人类意识 [ 2] . 所以, 每个人不应把数学家视作纯粹

的天才, 也不应把人类在数学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数学家, 而应看到每个人自己所作的 无形的 贡献. 同

时,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它又是制约、限制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 数学家的思维创造并非离奇的主观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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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首先, 数学家的工作要受到数学传统(数学共同体的共有观念)的制约, 即是说任何个人的创造只有为

数学共同体所接受才能真正成为数学的组成成分; 其次, 数学家的自由创造要受到人类文化系统的限制,

东西方数学的发展历史即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 3]

. 特别地, 现代数学仍在向更抽象的方向发展, 距离现实生

活实际愈来愈远,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出: 数学家究竟在做些什么, 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进步有什么益

处. 上述情形表明: 数学家只顾及数学共同体的要求或者数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全然不顾人类文化共同

体的需要, 或者不能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维创造纳入整个人类文化系统, 那么将使得数学成为 孤家寡人 而

处于危险的境地. 就上述的意义来说, 数学对象只有纳入整个人类文化系统才具有生命力.

2 数学文化观念的教育意义

2 1 在数学课程中应突出数学的观念成分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 它不仅包括数学的知识成分(命题、方法、问题、语言) , 而且

也包括数学的观念成分(数学传统: 数学共同体的共有观念) , 后者是指数学的精神和思想. 在过去或者说

现在, 数学课程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数学的知识成分, 数学的观念成分则很少涉及. 我们不仅应当明确数学

的观念成分(数学传统)是客观存在的, 同时也应当明确: 在数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一些关键时期, 数

学的观念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 也即应当了解: 居于主导地位的数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数学上的重大理

论突破或者数学思想大解放是如何实现的. 在数学教学中, 可以数系扩充为例(整数 有理数 实数 复

数)说明: 在从一个数系发展到另一个数系的关键时期, 不同数学家之间的观点论争以及先进的数学观念

是如何排除陈旧的数学观念的阻扰而逐渐居于主流地位. 集合论的产生也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康托尔的集

合论在诞生之初遭到种种非难和攻击, 后来却成为现代数学的基础. 或者以著名的问题、猜想为例来说明

它们的解决导致了数学上怎样的变化(包括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 . 数学观念成分的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数

学共同体的共有观念是如何支配、推动数学的发展的.

2 2 通过数学的学习应当明确: 数学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美国学者怀尔德提出: 由于数学的文化基础, 因此在数学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东西, 只有相对的东

西[ 2] . 此处的 数学的文化基础 是把数学置于人类的文化系统, 也即数学的文化观念. 人类文化对数学的

影响典型表现在民俗数学( Ethnomathemat ics)以及东西方两大数学流派的存在上, 即是说绝对的、纯粹统一

的数学是不存在的[ 4] . 希尔伯特曾试图寻找数学的绝对严格基础, 后来被 K 哥德尔( Godel)的两个不完备

定理所否定, 这一事实也说明数学是相对的. 在数学学习中, 大多数学生仍把数学视作绝对的、神秘的东

西, 数学课程应该增加与 数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相关的内容, 使学生对数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 3 应当理解数学活动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数学家的数学活动并非个人的、孤立的活动. 数学家的个体活动首先要与数学共同体的共有观念发生

相互作用, 最后还被纳入人类文化系统. 只有经过由个体向共同体的转移, 数学对象最终才能完成由 主观

的思维创造 (数学家的个体活动)向 相对独立的客观实在 (数学真理)的转化. 上述观点反映在数学教学

过程中, 即应当注重学生之间的数学交流活动. 数学课程可以安排相应的内容让学生展开交流, 例如在数

学建模课和探究性问题解决中, 不同的学生对同一实际问题或数学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方法或者不同的

认识角度或者不同的观念, 让他们展开充分地交流, 并逐步形成共有的观念(常表现为最优的解决办法) ,

让所有的学生体会到: 数学学习的过程与数学家的研究活动一样需要关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 数学学习也

并非个人的独立活动.

2 4 需要对数学的应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它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文化系统发生相互作用. 在这里, 我们

只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数学是施力物体, 其它文化是受力物体, 也即着重于数学的应用.

人们一直普遍地认为: 数学的应用即是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数学建模) . 随着现代数学

高度地自由化、抽象化, 人们担心数学的具体应用会愈来愈少(甚至没有) . 但事实证明, 数学非但没有因

为其对象的自由及抽象而更脱离实际, 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结合实际了[ 1] . 今天数学的应用已不再局限

于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而主要是直接推动其它科学的发展(选择合适的数学分支和数学方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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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它学科新理论的基础) , 例如理论物理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选择变换群作为基础. 因此, 数学课程应

安排相应的内容(其它学科选择现代数学的内容作为新理论的基础)来说明, 现代数学不是没有应用, 而是

应用的层次更高了; 它不再局限于作为 普通计算工具 的角色, 而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开辟道路, 发挥其

他学科所不具有的先导作用.

2 5 关于数学课程设计的一点看法

从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的有关报告获悉, 数学课程内容除了传统的 数学知识点 的安排以外, 还增

加了 数学建模 、 探究性课题 、 数学文化 三个模块式内容. 数学文化 模块的呈现方式虽还未正式敲

定, 但我们认为对此要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 不能把 数学文化 模块降格处理为简单数学史实或数学趣

闻的堆积. 因为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 或者数学的文化观念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数学哲学观, 其核心是: 数

学的本质是什么, 属于人们观念层面的东西, 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学观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 而非短

时间或者对某一相关内容的学习所能凑效. 数学文化 之所以受数学课程标准制定者的关注, 是因为过去

的数学课程仅仅是数学的知识成分, 却看不到数学的观念成分.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知识成分多是有形的,

而观念成分是无形的. 现在, 试图把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不能采取简单、粗糙的方式. 正如人体需要 Na元

素, 但是人们不是直接去获取游离态的Na , 而是通过摄取食盐( NaCl)来获得Na 元素. 所以说, 数学的观念

成分应 散落 在各知识成分中, 数学文化 模块的呈现方式须正视这个原则.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 应体现

在各部分具体知识之中, 特别地要体现在各教学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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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ltural idea of mathematics, and elabo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culturel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which is given by people, activity of mathemat ician and impetus of

mathemat ics advancement ; next , it points out the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dea of mathematics and aspects

which the design of mathemat ics curriculum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Lastly,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 about

the design of cultural curriculum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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