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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HPM)这一研究领域自提出以来就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是尽管评价积极，将其融入

课堂教学的实践仍然不足，出现了“高评价、低运用”的现象。解决这一现象需从教学这一主要环节开

始，本文依据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需要遵循的适时适量性、关联性、启发性、创新性原则，对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新课导入、新知讲解、练习巩固、应用拓展以及作业布置等环节分别提出系列策略，如采用数

学史故事导入，对比古今的数学思想方法讲授知识点等，旨在让数学史更深入且自然地融入数学教学过

程中。最后，利用所提出的策略对《指数函数的概念》一节进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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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HPM) has been concerned by many scholars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but although the evaluation is positiv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HPM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high evaluation, low applic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 main link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imeli-
ness, appropriateness, relevance,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mathematical history need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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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for the introduc-
tion of new lessons, the explanation of new knowledge, the consolidation of exercises, the develop-
ment of application and the arrangement of homework in the proc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for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of mathematical history stories and the comparison of ancient and mod-
ern ma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s to teach knowledge points. It aims to make the history of math-
ematics more deeply and natur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s. Finally,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Concept of Exponential Function” sec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pro-
pos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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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一直是广大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 19 世纪开始一些西方数学家、数学史家以及数学教育家开始研究数学史与数学课堂教学的关系并意识

到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重要性[1]。1972 年，随着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国际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简称 HPM)的成立，数学史和数学教

育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2]。 
20 世纪初，在经过李俨先生与钱宝琮先生与其团队的不断研究、探索后，构建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

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为现代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方向[3]；学者余庆纯和汪晓勤追溯了自 21 世

纪以来中国 HPM 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进行总结，发现中国 HPM 研究内容聚焦

于七大核心主题，如，HPM 理论研究、教育取向的数学史研究、历史相似性的实证研究等，同时这些研

究广泛采用了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3]；沈中宇等学者从 HPM 研究组在第 13 届国

际数学教育大会所作的 38 个报告中总结出国际 HPM 研究的特点及其对中国 HPM 研究的启示[4]；学者

徐章韬和汪晓勤对 HPM 的教育价值进行了剖析，指出深挖其教育价值是改变数学史“高评价、低运用”

的现状的一种重要手段[5]。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如今中国的 HPM 研究已经从萌芽探索阶段发展为融合赋能阶段，对

HPM 的研究也逐渐从“为历史而历史”转化为“为教育而历史”[3]，通过实践研究发现，将数学史融入

数学教学具有构建知识之谐、彰显方法之美、营造探究之乐等六类价值[6]。 
虽然我国对 HPM 的研究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把数学史真正融入课堂进行教学还是停留在

表面，这就导致了“高评价、低运用”的现象的出现[7]。那么，应该怎样将数学史与数学课堂教学融合

呢？在融合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原则 

将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古人发现知识、证明知识的过程，可以缩短学生与数学知识之间的距离，

也可以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一课程理念[8]。但

是不可为了数学史而数学史，在将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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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适时适量性原则。在将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时应该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适时进行引入，让

数学史在数学课堂中展现得恰到好处；同时，所引入的数学史的内容应当适量，在数学课堂中过多地讲

述数学史会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让学生分不清主次，而过少的数学史的融入可能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

果，适量的数学史内容与课堂教学融合可以提高学生的教学，在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

数学文化素养。 
第二，关联性原则。在课堂中引入数学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文

化素养，所以所引入的数学史的内容应当与教学内容紧密相连，所发挥的作用为辅助教学，在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也要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发展脉络，不能让学生对课堂的

学习目标有误解，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第三，启发性原则。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课堂不仅要产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引导学生

主动思考和探索数学问题的效果，也要具有启发性，学生在听教师讲解古人的思维历程时，其思维方式

与解题技巧也能有所提高，这也是将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课堂的初心之一。 
第四，创新性原则。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现代教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学资源与内容的不

断丰富，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的方式也不能只局限于讲故事这一种形式，引入或者改编数学史中的一些

问题或挑战可以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探索和创新的能力；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案例研究等方式可

以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和体验数学；举办数学史知识竞赛、数学史主题演讲、数学史剧本创作等创新性

活动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参与度与创造力。 

3. 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策略 

由历史发生原理可知，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与数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因此教师

可以参考数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设计教学，但也要避免因教条地借鉴历史，而导致教学方法的固化

与僵化现象[9]。学者余庆纯与汪晓勤对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即一般会使用附加式、

复制式、顺应式以及重构式[5]；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也可以从新课导入、新知讲解、练习巩固、应用

拓展、作业布置等具体的教学环节来运用数学史。 

3.1. 新课导入：以“史”为引，激发学习兴趣 

新课导入环节作为课堂的起始环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精彩的导入可以吸引学

生的兴趣，快速带动学生进入课堂。将数学史融入导入环节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策略： 
第一，采用故事引入的方式。在进行数学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口述、多媒体展示图片或者播放视

频等手段将有关的数学史故事导入，再带领学生分析故事中包含的数学问题，逐渐引入所要学习的内容。

例如，在讲授等比数列求和这一节时可以用印度国王奖励象棋发明者麦粒的故事作为导入，在讲授曲线

的极坐标方程时可以笛卡尔心形线背后的故事来作为导入； 
第二，采用提问设疑的方式。课堂伊始，教师可以选取相关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或发现

来设疑，通过突出其中的矛盾或者未解之谜来激发学生的思考欲望，再展示相关的数学史故事分析问题

来导入新知识点。如，在讲解复数时可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语文中有‘实虚’这样一对反义词，

在数学中也有实数与虚数，我们学习过了实数，那为什么会有‘虚数’这样的概念呢？它是怎么被发现

的呢？”，以该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带领学生快速进入课堂； 
第三，采用组织学生动手实践的方式。在学习某知识点时教师可以从该知识点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

启示用以教学，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以组织学生动手实践的方式作为导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轻

松的氛围下引入学习主题，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以指数函数的概念一节为例，教师可以通过折纸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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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但是蕴含数学问题的活动出发来引入，在带领学生分析纸张对折次数与纸张页数之间的关系的过程

中自然而然地引出指数函数。 

3.2. 新知讲解：以“史”为介，学习数学思想 

新课讲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承载着传授新知识、新技能的首要任务，此环节不仅是教师传授

知识、启迪思维的重要一环，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的重要环节。在此环节中融入数学

史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本质和知识间内在联系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在该过程中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尝试融入数学史： 
一方面，依据历史教学。教师在梳理相关知识点的历史发展过程后，根据该发展过程中两个环节之

间发展过渡的原因、遇到的困难等设计一系列问题，根据由易到难，问问相扣的方式推进教学的进行[10]。
例如，在指数函数的概念这一知识点的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得到指数函数的概念，其中底数的取值范

围为 0a > 且 1a ≠ ，那么可以提问当 0a < 、 0a = 与 1a = 时分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引导学生思考的

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分类讨论思想。 
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11]。教师可以将现在书本上所学习的数学理论与历史

上的方法或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教学，以此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以正弦定理

的证明为例，除了课本上介绍的向量法以外，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介绍作高法、外接圆法、同径法等证明

方法[12]，通过对不同方法的分析比较来展现数学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 

3.3. 练习巩固：以“史”为题，内化数学思想 

练习巩固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巩固新知的重要阶段，将数学史融入这一环节不仅能丰富教学

内容，也能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取与之相关的历史名题作为练习题，也可以

依据相关数学史背景编制习题，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体验数学问题的发现、解决过程，从而将相关数学

思想内化。 

3.4. 应用拓展：以“史”为钥，拓展数学视野 

在课堂对知识点进行拓展能够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开拓学生视野，数学史的融入可以促使学

生更深入地探索数学知识，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而更易于将所学知识迁移到新情境中。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加入这一环节，选取相关的数学史故事、趣闻和经典问题等加入课堂，

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3.5. 作业布置：以“史”为鉴，开启探究之旅 

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依靠课堂，在课后也需要巩固，作业布置这一环节是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培养

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的重要环节，将数学史融入该环节可以增加作业的趣味性和深度，同时激发学

生对数学的兴趣与热爱。在布置作业时形式可以不拘泥于刷题练习，可以布置数学史主题调研、绘制数

学史海报、制作数学史时间线等开放作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数学素养。 

4. 《指数函数的概念》教学片段设计 

由于指数函数具有抽象性，其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中也属于教学难点的一个部分，许多学生在学习完

指数函数之后仍然对指数函数的概念和运算规律难以理解，当学生对指数函数的定义有疑惑时就会产生

许多问题，如：指数函数到底是什么？在运用过程中容易忘记或者只会套用公式。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往往遵循教材顺序，由幂函数直接过渡到指数函数，忽视了其发展的过程，指数函数背景的缺失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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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兴趣的缺失。 
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加深对指数函数概念的理解。在

讲授过程中，结合相应的数学史，为学生提供指数函数的发展背景，引导学生经历指数函数的发展过程，

从而体会其产生的必要性。 

4.1. 教材分析 

《指数函数的概念》为新人教 A 版教材必修一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该节分为两个课时，本节课为

第一个课时的教学，内容是前面所学的幂函数的延续，同时也为后续对数函数的学习做好铺垫，具有重

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4.2. 学情分析 

在内容上，此阶段的学生通过对幂函数和指数的学习，已经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抽象概括的能力；

在思维上，高中阶段的学生思维较为活跃，有一定的观察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归纳指数

函数的定义时可能会有忽视的地方，因此，应多设置思维引导点，带领学生一起分析并解决问题。 

4.3.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了解指数函数的应用价值； 
过程与方法：通过发现数据变化与不变的共同特征，对指数函数的概念进行定义，培养学生的数学

抽象、数学建模能力，同时感受数学的实际应用和人文意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了解相关的数学史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科

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4.4.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 
教学难点：学生能从具体实例中抽象出指数函数的概念。 

4.5. 教学过程 

4.5.1. 情境导入 
师：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认识了幂函数的概念、图象和性质。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节课指数的学习，

来研究一类与指数有关的基本初等函数——指数函数。在学习指数函数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做一个

小实验，请同学们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纸张并将纸张进行对折，在对折过程中，数一下一共对折了几次，

纸张通过对折一共有多少页？ 
首先，我们进行 1 次对折的时候，纸张有几页？两次对折的时候呢？三次对折呢？对折次数和纸张

页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生：对折 1、2、3 次分别可以得到 2 页、4 页、8 页。 
师：大家可以用我们前面所学的函数来表示对折次数与纸张页数之间的关系吗？  
生：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每对折一次，页数变为原来的两倍，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可以表示为：

2xy = ，其中 x 为对折次数， y 为纸张页数， x 的取值大于 0。 
设计意图：通过对折实验，探究对折次数与纸张页数的关系，通过动手实践、观察得到对折次数与

对折所得页数的关系式，对指数函数有一个大概认识。 
情境 2：生物体死亡后，会经历一个被称为“半衰期”的特定时间段，期间体内的碳 14 元素含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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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定速率逐年递减，直至大约 5730 年后，其含量降至初始的一半。利用这一原理，科学家通过测量出

土化石中碳 14 的残留量，能够精确追溯生物死亡的具体年代，也能够推测对应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深入探究碳 14 含量变化与生物体死亡时间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生物种群及人类文

明的演化历程。 
师：生物体内碳 14 含量与死亡年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假设每年以 %p 的速率衰减，那么一个生

物体内的碳 14 含量，在它死亡 1 年、2 年、3 年、……、5730 年后，其含量分别为多少呢？ 
生：死亡 1、2、3、……、5730 年后，生物体内的碳 14 含量分别为 ( )11 p− 、( )21 p− 、( )31 p− 、……

( )57301 p− ； 
师：若生物死亡后体内所剩碳 14 含量记为 y ，死亡年数记为 x ，你能用函关系式表示出两者之间的

关系吗？ 

生：根据已知条件， ( )5730 11
2

p− = ，所以

1
573011

2
p  = −  

 
。设生物死亡年数为 x ，生物体内所剩碳 14

含量为 y ，那么 ( )1 xy p= − ，即

1
57301

2

x

y
 
  =    
 

， ( )0,x∈ +∞ 。 

设计意图：通过用展示考古的相关知识引出碳 14 衰减模型，帮助学生对指数函数有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拓展学生的视野。 

4.5.2. 新知探究 

上述提到的 2xy = 、

1
57301

2

x

y
 
  =    
 

， ( )0,x∈ +∞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共同特征呢？ 

预设：都为指数幂的形式；指数的位置是 x ，为自变量；底数为常数且都大于 0。 
师：把这两个函数中的底数用字母 a 代替，那么这两个函数就可以用 xy a= 表示，这种函数就是指数

函数。 
师：那这里的 x 是否有限制？ 
生： x 是自变量，定义域为 R 。 
师：我们以前学习的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中的参数都会限制为 0k ≠ ， 0a ≠ ，在指数函

数中规定 0a > 且 1a ≠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当 0a < 、 0a = 与 1a = 时分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预设： 0a < 时， xa 不一定有意义； 

0a = 时，若 0x ≤ ，则 00 没有意义；若 0x > ， 0 0x = ； 

1a = 时， 1 1xy = = 恒为常数，没有研究的必要。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具体的函数形式类比推理出一般的函数形式，再通过追问的方式，层层递进，

使学生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 
师：那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指数函数 ( )0, 1xy a a a= > ≠ 在形式上都有哪些特征呢？ 
生：指数函数的指数自变量为 x ，其系数为 1。 
师：其实指数函数的定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定义，一个指数函数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 函

数中只含有常数 a ；(2) 指数位置为自变量 x 且系数为 1；(3) 指数为实数。 
设计意图：在得到指数函数的形式后，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类比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函数中

对 a 、 k 的限制，推出指数函数中参数的限制条件，体现了类比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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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课堂练习 
(1)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出自《庄子·天下》，它描述了一个持续减半的过程，

即，一根初始长度为 1 尺的木棰，每日截去它长度的一半，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进行，永不终止。

那截取次数和木棰剩余长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可以无限截下去，当截到第 x 次时，长度为多少呢？ 
(2) 若探测到某死亡生物体内的碳 14 含量衰减至原来的百分之五，那么该生物的死亡年数为多久

呢？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带领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应用、巩固，同时让学生了解到数学在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领域。 

4.5.4. 小结归纳 
在知识上，学习了指数函数的概念；在方法上，首先通过分析折纸活动与碳 14 衰减模型两个特殊的

指数函数归纳推理出一般的指数函数的表示形式，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分类讨论、从特殊到一般等思想

方法。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对指数函数的知识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把数学知识内化，并通过作业练

习强化其技能掌握和理解深度。 

4.5.5. 应用拓展 
已知纸的厚度为 0.1 毫米，地球与月球大约相距 38 万千米，大家能根据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计算出

要抵达月球需把纸折多少次吗？ 
设计意图：与课堂开始时所组织的活动相呼应，通过解决此问题感受指数函数的爆炸式增长，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4.5.6. 布置作业 
必做题：制作一张指数函数与幂函数的异同表； 
选做题：了解指数函数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哪些应用。 
设计意图：通过制作图表区分指数函数与幂函数的异同，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通过自己收

集资料的过程对指数函数，学生能对指数函数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5. 结语 

将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和定理的发展过程，提高其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批判性思维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然而，不可为了数学史而数学史，在

把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应根据自身素质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以达

到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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