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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的有效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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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课改的实施，人们对于数学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方式已

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数学教学的要求，因此数学教学必须进行改革。新课改要求教师在初中数学教学

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素

质，将新课改要求落到实处。教师要善于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引导学生从历史和数学的角度去看

待问题，充分挖掘出数学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初中阶段是学生学习数学

的基础时期，在此期间教师要充分利用数学史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本文从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必要性入手，阐述了数学史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为

相关教育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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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通过数学史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数学

的发展过程，让学生意识到数学知识的形成

也是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洗礼，因此要提高学

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充分了解数学

知识。在初中阶段，学生正处于学习阶段，

因此教师要利用好初中阶段的学习时间，让

学生在课堂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知识。此

外教师在课堂上要积极地引导学生参与到课

堂中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教

师要利用好教学资源来进行教学设计，激发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进行课堂设

计时要将数学史融入到教学中去，使学生在

课堂上不仅能学习到数学知识还能了解到数

学史。教师在课下还要利用好网络资源来进

行课程资源的补充和完善，使学生能够更加

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数学知识。

二、数学史的重要性

在数学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需

要掌握数学知识，还需要了解数学发展历

史，了解不同时期的数学发展情况，这对于

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教师要善于将数学史融入到初中数学教学

中，充分利用数学史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数学史融入到初中数

学教学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

习兴趣，同时也能让学生更加了解和熟悉数

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激发学生对数学的热

爱。在初中阶段学生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

和升学压力，教师要善于利用数学史来调动

学生学习兴趣。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了解数

学史来了解数学知识产生的背景、历史发

展、发现和发明以及数学家之间发生的故

事，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更大的兴趣。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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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探

究，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教师

要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与数学相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和

掌握知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实施数学史教学。

三、数学史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

略

对于初中生来说，初中数学知识难度较

大，并且数学学习和初中学生的实际学习情

况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进行数学教学时，教

师要将数学史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引导学

生了解数学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时可以将一些与数

学相关的历史故事、人物事迹等进行讲述，

通过讲述数学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例来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更加深

刻的印象，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

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数学史融入到课堂中去，让学生在学习中

能够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使用的不同

类型的数学方法和工具。例如：教师在进行

三角函数教学时，可以向学生讲述古希腊时

期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关于勾股定理等有关内

容的故事，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了解到不同

时期人们对三角公式所进行的改进与创新。

再比如：教师在讲解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

时，可以向学生讲述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

所创造出“祖大寿三角形”等相关内容。通过

介绍数学史相关故事和历史事件等，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有关知识点。

四、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以学生为主体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

者，学生则是被动接受者，这样的教学方式

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初

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数学史与学

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真正地参与

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掌

握数学知识。例如，在讲授“等比数列”时，

教师可以结合数学史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数

学家陈景润同志发现“1+2”数列公式的故

事。陈景润同志发现 1+2数列公式之前，曾

提出过一个猜想：对于任意大于 2的自然数

n，都可以写成一个等比数列。由于当时没

有任何数学理论可以证明这一猜想，陈景润

同志只能通过自己的数学直觉和验证猜想的

方式来证明这一猜想。

五、借助数学史让数学更生动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数学

史融入其中，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趣味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

过程中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从而提高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初中数学教师

要将数学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数

学知识，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提高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例如在学习“反比例函数”

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反比例

函数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让学生了解到数

学家对反比例函数概念提出所付出的艰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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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向学生讲解历史上著

名数学家对反比例函数概念提出过程中的相

关故事，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

并应用于生活之中。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兴趣，又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到实践中。

六、总结

数学是一门具有极强抽象性和逻辑性的

学科，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素质。而

数学史则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工具，对学

生培养科学思维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初中数

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教师要注重结合学生

实际情况进行教学，选择合适的时机引入，

并对引入内容进行有效地处理。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将数学史融入其中，比如

讲解数学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或者是介绍

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发明创造等，让学生在

了解数学家生平事迹和数学思想的同时也能

更好地掌握知识。同时教师也要注意将数学

史融入其中时要注重方法，选择合适的方

式，让学生能更好地接受。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结合实际生活等方式

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总之，教

师要善于将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中，让

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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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so mathematics teaching must be reformed.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requires teachers to tak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such as inquiry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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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should be good at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guide students to look at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mathematics, fully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knowledge. Junior high school is the basic period for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s. During this period, teacher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al personnel.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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