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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今中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数学史具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相

结合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内容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可以帮助

学生完成知识的建构以及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也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然而如何

将数学史有效融入教学还需要不断探索。文章基于对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的现状分析，通过总

结梳理，得出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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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has its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
ics educa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show that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can better mobiliz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help students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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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teaching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but 
how to integrate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teaching effectively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unit teach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
proveme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to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uni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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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教师要从总体上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掌握，要加

强单元教学的整体设计，且教材编修要勇于打破固有教材模式，如教材中介绍数学文化和数学发展前沿

等[1]。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反映出数学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展示出在数学历史上，尤其

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一些重要数学家，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国家荣誉感[2]。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关系的关注，国内关于 HPM 的研究日益增加，已经

成为了数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将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相

结合，以提高数学史教学的有效性。国内外众多的实践与研究表明，在中学数学课堂中引入数学史，可

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数学的热情，重拾他们对数学的自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同时，将数学史的内容融入其中，还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出一套有意义的知识架构，从而更好地了解数学

的实质。 
现如今，将数学史整合到数学课程中的重要性和价值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但是在实践中，仍

然存在着“高评价，低使用”的现象。另外，针对单元教学方面，尽管理论的学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但是在平时，教师在进行教学备课的时候，仍然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我们去研究

和解决。 

2. HPM 与单元教学概念界定 

HPM 是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简称，它是一个专门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组织，是

一个在数学教育中比较重要的领域。早在 19 世纪，西方的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数学家和教育家，就对

HPM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认识到了数学史的教育价值。1972 年，于英国 Exeter 举行的第二次国际数

学教育会议上，首次创立了研究数学史与数学教学之间的联系的小组，即为 HPM [3]。从此开始，数学

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开始囊括 HPM。20 世纪末，国际 HPM 逐渐传入中国。我国真正关于 HPM 第一次

全国性的正式会议于 2005 年由全国数学史学会与西北大学举办[4]。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多次举办的国

家数学史和数学教育会议，在我国的 HPM 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此，中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研

究经历了一下 4 个历史阶段，分别是“萌芽探索、整合发展、改革提升和融合赋能”，中国关于 HP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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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逐渐从“为历史而历史”演变成“为教育而历史”。 
何为单元教学呢？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单元教学就被看作是一种 十分有意义的教学方式，

并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何建芬认为，“单元教学是一种以单元为基本单位，通过一系列的教

学环节，以学生的发展和学习内容为基础，将课程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种课堂教学模式”。陈敏

认为，单元教学是一种局部带动整体的教学方式。以上所述，都强调单元教学是将“单元”作为一个学

习单位，根据课程标准，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重新组织和实施教学内容的教学[5]。一般情况下，我们

可以认为，单元教学是根据学科知识的产生的规律以及内外的关系，把它与学生学习的基础、发展的需

要、可达到的水平以及发展思考的能力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一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划分成了若干个单元，

从整体上把握教学的要求，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分课时实施的一种教学。 

3. 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现状 

随着 HPM 理论的蓬勃发展，数学史的教育价值也被普遍认识，不仅如此，现今数学史在课程标准中

也处于重要的地位，在中学教材中，有关于数学家的历史也逐渐出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数学史融入

初中数学教学的现状却不尽人意。 
第一，数学史的融入存在“高评价、低应用”的现象。通过相关文献的分析了解，笔者发现从态度

上看，大部分的老师都持着一种正面的态度，并对数学史所具有的教育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

实际运用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教学中整体融入数学史的水平低。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应试观念的影响，

教师往往会忽视对学生能力和情感态度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关于数学史融入的设计并未受到重视。 
第二，教师的数学史素养水平有待提高。根据了解，数学教师数学史的整体知识素养是参差不齐的，

并且教师的数学史素养与初等教育背景、教学年龄、学区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根据调查可以发现，

小学和职前教师对数学史的知识储备量普遍不高。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数学史知识储备不足，对史料的

处理及与知识点的整合较为困难[6]。对于教师来说，提高自身的数学史素养，除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

主观意愿对数学史的学习也极其重要。 
第三，教师对于数学史的融入力不从心。由于教师在教学中要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教学时间有限，

教学任务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仅仅完成教学任务就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了解相关的

数学史内容，并对其进行有效地融入教学，不仅如此，许多教师还认为抽出时间讲解数学史可能会耽误

教学进度，影响教学安排。因此，这就导致了教师对于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

况。 
第四，数学史的呈现方式单一。大部分学生对于数学史的相关知识都表示出十分浓烈的兴趣，但是

学生的数学史整体知识掌握水平并不是很好，这是因为当前对于数学史的呈现仅仅体现在教材中，并且

教材的数学史内容过少且融入形式单一、涉及面不够广泛、语言的编写也不够客观的情况，教师对于数

学史的讲解也仅仅停留在课本教材上。 

4. 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存在的问题 

将数学史融入到数学课堂中，可以让课堂更加生动活泼，还可以为数学教学增添许多新的内容，但

是，在将数学史与数学教学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4.1. 数学史融入教学的内容受限 

教师们所用到的数学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课本，而在课本之外的数学史却鲜有人涉猎。在

课本中所运用到的数学史知识，与教学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具备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这并不能将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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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史长河全部呈现出来。 
例如，“一元一次方程”问题，早在公元前 1800 年，巴比伦人就把它刻在了一块陶片上，其中记载

了定和问题，而早在公元前 1700 年，埃及人莱茵德也对定和以及余数问题进行了相关记录，其实它们的

本质都是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典籍《九章算术》和《孙子算经》中，也有关于这类

问题的具体分析。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在其著作《代数学》一书中，总结了两条求解方程式的基本法

则：“还原”与“对消”。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方法，欧拉在其《代数基础》一书中也有较详尽的论述。

遗憾的是教师在使用数学史时，往往受到教材的局限。 
这种做法会导致学生对数学史知识了解的范围狭窄。例如，《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等被称为

《算经十书》，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只记得《九章算术》，而对其它与之相关的古老数学典籍，他

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数学教学中，乃至在考试中，人们都把目光集

中在了《九章算术》上，当然，《九章算术》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会让

他们忽视掉其它的古书，这种情况并不只有一例，有限的数学史内容，并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

会形成一种狭隘的数学史观念。 
通过对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由于数学史教学内容的局限性，导致了

很多问题的产生。在教科书中，数学史经常受到主题所涉及的数学教学知识的限制，而且由于课本的局

限性，它的表达方式就比较单一。老师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生动和有趣的数学史素材，

单调的数学史内容会慢慢消耗初中生对数学史的兴趣。 

4.2. 数学史融入教学的目标偏移 

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教师持支持的态度，能主动运用数学史，并且学生对数学史的学习也抱有兴

趣，但深入到具体的应用，暴露出数学史运用目标的偏移的情况。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更明显地感受到

的是数学史对于学习的引导和学习动机的激发，认识到数学史可以使学习数学更有乐趣。但是，令人感

到可惜的是，学生们对数学史的认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与数学史的有趣相比，学生们并没有充分地

体会到数学史对他们的数学知识构建以及学习成绩的提升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且针对为何要在教学中融

入数学史的内容，教师和学生对此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在老师使用数学史展开教学时，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多个方面和多个方向的。但是，因为各

种主观和客观因素，数学史的应用方向已经变得非常狭窄，教师往往认为数学史相关内容的讲解对于教

学的帮助仅仅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等情感态度方面的，学生学习数学史也并不能体会

到数学史对于自身学习和考试方面的促进作用，这正是因为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目标偏移了。实际上，

数学史对于教学以及学习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在这一方面，数学史内容的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

建构，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某一概念或者命题的发展由来，数学史对于知识理解的重要意义不可忽略。如

果数学史应用目的持续发生偏移，就很容易让学生对数学史的认识出现偏差，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把数

学史看成是一种可以吸引注意力，可以活跃课堂氛围的工具，无法了解数学史和数学知识之间的关系，

会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数学学习。 

4.3. 数学史融入教学的方式单一 

汪晓勤老师提出了将数学教学与数学历史相结合的四种方式即附加式、复制式、顺应式和重构式[7]。
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这四种方法应该是相互结合的，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们更倾向于采用附

加式和重复式，对比之下，运用顺应式与重构式较少。 
现如今，在数学教学中结合数学史的内容时教师还处于“拿来就用”的状态，对于数学史的内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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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粗浅的阅读和判断后便采用附加式或复制式直接使用，这样的操作对于数学史的融入是极其粗浅的，

并不能将数学史之于教学的作用有效发挥出来。由于数学史使用方式的单一，不但制约了数学史的内涵，

还导致了数学史知识被“拉进”了课堂，造成了数学史知识与课堂“貌合神离”的局面[8]。数学史料有

其一定的时代背景，不是所有的数学史材料都可适用于今天的数学教学。其次，仅采用附加式和复制式

进行数学史的融入，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由于过于单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生们对此感到厌倦，

因此不能让他们真正地理解到数学史资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也就不能真正地去感受到数学的美丽。

此外，由于对数学史料的运用方式单一还造成了数学史的相关内容一般仅出现于知识引入部分的现状，

数学史难以深入到课堂的各个环节之中，在知识引入结束之后，学生们对数学史的重视程度就会降低。

要想将数学史与数学课的有机结合，必须建立在教师对史料和课程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

单纯地将数学史当作一个导入的工具，那么就会浪费宝贵的数学史资料。 

4.4. 数学史融入设计的意识不强 

在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单元教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教师对于单元教学设计的意识还

不够强烈，仍普遍存在着根据教材内容“照本宣科”的状况，对于单元教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单元

教学中融入相应的数学史内容。针对教师对于数学史融入单元教学设计的意识不强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师对于在单元教学设计中融入数学史这一意识不强，一是因为其自身的数学史素养不够高即对数

学史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当前，中学老师的数学史知识水平较低，这要追溯到职前教师的师范教育，数

学史课程在高等师范数学课程体系中并未受到较大重视。很多数学系并没有给学生们提供数学史的课程，

又或是数学史作为一门选修课，因此，学生们缺乏对数学史的学习方法和指导。此外，很多师范生在学

习数学史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学习效果很差。 
其次是根据对教师基本情况、单元教学的认知程度的调查，可以看出，教师的专业素质欠缺，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本身的专业素质不够，教师的学历、职称等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一

些教师对数学文化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以及重要性理解不够。现在，大多数的老师都觉得，单元教学

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理论基础和指导。此外，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老师们对单元教学也是束

手无策[9]。初中数学单元教学课程的实施才刚刚开始，学校对于单元教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导

致了有些老师只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二是将数学历史融入到单元

教学中，对教师的整合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们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对知识点的处理上能够

做到信手拈来，并将单元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突出出来，这些都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要求。在

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许多老师都被课本上的内容所束缚，他们的教学整合能力没有得到很好地培养。 

5. 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的改进策略与建议 

综上所述，将数学史融入到初中数学教学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数学史的应用中，数学史的内

容还是受到限制，应用的目标取向发生了偏差，数学史的融合方法比较单一以及教师对于数学史融入单

元教学设计的意识不强，这跟缺乏数学史资料和老师对数学史的认知程度、教学理念以及教育实际等主

观和客观原因都有很大关系。在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为了让数学史的应用状况得到更好的提升，笔

者提出以下四个改进策略与建议。 

5.1. 选择合适的数学史教学材料 

要把数学史整合到数学教学中，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设定的教学目的，老师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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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史的资料进行恰当地选择。数学是一门有着很长历史的自然科学，在数学发展的进程中，数学家

的经历、数学故事、数学名题和数学发现等都属于数学史中的一部分，众多数学史家的研究结果也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是，并非是所有的数学史都可以被应用到教学中去，因此，在选择数学史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仔细思考进行选择。 
首先，数学史料的选择要遵循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我们要重视史料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数

理史料必须是真实的。数学是一门讲究严谨的科学，而史实是评价史料的一个重要的准则，是不能被

违反的。我们如今所用到的数学史，大部分都是已经被史家考证研究过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数学的

传承与发展中，有一些数学故事或数学趣闻流传下来，其中有些还被应用到了数学教学中。真实性原

则需要老师们去选择那些客观的史料，为学生们还原出最真实和最可靠的数学历史与发展过程。在确

保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的前提下，科学性的原则也就是要求老师选用的是一套完备、科学和严谨的数学

史内容。由于数学史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素材，不完整或者有漏洞的数学史会对学生对数学的认知造

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老师能够用一种科学而又完整的方式来表达数学史的知识，这也是一种对学生

进行的要尊重科学和事实的教育。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寻找到可信的数学

史资料，通过阅读与数学史家相关的著作，从而获得一个真正和科学的数学史。此外查阅古书原典及

译注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其次，在选取数学史料时，应遵循适用性和指向性原则。数学史的适用性指的是，数学史的资料能

否与学生的学习相适应，其中包含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他们能否接受并理解

数学史。一些数学史由于其自身的知识或者是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局限性，是不适合在课堂上使用的。在

选取数学史资料的时候，老师要将学生的特定学情纳入其中，确保对这些资料的选取能够为课堂提供服

务，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导向。数学史的指向性原则就是要把“数学史”应用到教学中去。数学史为学

生们提供了广泛的数学以及交叉学科的知识。但是，将数学史融入到数学教学中，并不意味着只是单纯

地将数学史传授给他们。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选择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密切关系的史料，以达到将教学

知识导入其中，创造出知识情境，从而提高对知识的理解的教学效果。如果所选择的数学史可以有助于

学生构建数学概念，了解数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就会给学生留下更深的印象，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 

5.2. 确定明确的数学史教学目标 

对于教师融入数学史教学目标发生偏差的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是要持

续坚持指向情感态度的数学史运用，二是发展指向知识建构的数学史运用。数学史是历史向的一种教学

材料，它以情感态度为导向的数学史的应用，可以达到多种的教学效果。通过对数学史的讲解，使学生

对数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学史显示出数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社会有着紧密的关系，对数学史料进行

了解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数学的起源和变化；通过对中西古典数学经典的学习，不仅能激发学生

的爱国之情，还能体会到数学家的伟大科学精神。这种对数学史的运用，一般是在课堂的引入环节中，

利用数学史来为学生创造一个可以让他们进行学习的情境，也可以在总结及课后拓展的环节中，发挥出

延长课堂时间，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效果。除此之外，老师要尽力将数学史的育人价值发掘出来，

坚持将数学史的道德、美育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数学史给学生的情感态度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只将数学史作为一种培养学生情感态度

的工具，那么这就是一种片面的诠释，也就不能将数学史的所有教育功能都发挥出来。对学生来说，特

别是在初中阶段，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心理认知水平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对于数学并不仅仅停留在表象

上的认识，而是要深入探究数学知识内部的逻辑联系，这不仅是教育环境的要求，也是学生自发地对理

性知识的渴求。而数学史记录了知识发展的过程，并对数学发生的规律进行了说明，因此，数学史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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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发生原理表明，历史上数学家们对数学知识进行探究的过程，对于

数学教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 HPM 教学中，老师需要站在学生的思维层次上，对历史上的数学理论

的论证和发展进行分析，将发生教学法充分运用起来，让学生能够独立地对新的方法进行思考，并对新

的理论进行探究，在此过程中，老师会及时地对学生进行指导。要想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发展出指向知识

建构的数学史应用，其核心就是教师要深入到历史中去，找到数学概念发生的蛛丝马迹，并对数学理论

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解释，在需要的时候，还需要对数学史展开解构，对学生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困

难以及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数学的相关史料对学生建立新知，探究新法具

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数学的发展进程中，各种知识之间有着密密麻麻的联系。如果老师能够深入地分

析并探究数学史，将数学史纳入到自己的课堂中，用数学史将数学知识串联起来，学生就会从历史中得

到启示，从而对数学有更深的了解。 

5.3. 采用多样的数学史融入方式 

在合理选取数学史素材，明确了数学史运用指向的基础上，教师就可以考虑运用多样且合适的方式

来融入数学史了。初中数学具有抽象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在课本中，大部分的知识都是用一板一眼的数

学逻辑语言来构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无聊，对此没有太高的兴趣，因此他

们的学习结果也并不理想。在课堂上，通过引进数学史，可以营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人文环境，为学生

们提供一个学习数学的良好氛围。课堂前的引入是一堂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从情感和态度方面讲，

一个巧妙的新课引入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使他们的情绪“兴奋”，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为课堂上的

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知识层次上，好的课前引入可以让学生对这节课的学习目的以及接下来

要进行的学习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它还可以起到确定全课基调的作用。在知识引入的环节中，教师

可以使用附加式或重构式的方法，将数学史料融入其中，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学史对知识起源

的学科背景和时代背景进行了描述，它对数学知识为什么会产生，又是从何而来的进行了说明。因此，

用数学史来进行引入，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以教学内容为依据，选取与数学

家有关的经历，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数学故事和轶闻，来创造一个学习的情境。 
除此之外，新课程标准还着重指出，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要将数学与生活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对学生观察世界的数学角度进行培养，从而使他们能够养成数学思维，

并学会用数学语言来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释。目前，大部分的数学题目都是用抽象的逻辑语言来表达的，

这不能充分地反映出“数学来自于生活，应用于生活”这一思想。但是，数学史常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解答问题的历史情境，可提高学生解答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老师们可以采

用复制式，选择数学史中的一些著名和有趣的题目。一方面，对于问题的历史背景，可以将学生们的学

习热情调动起来；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学题目，可以激励他们去认真地思考。倘若由

于知识或背景等因素，史料中的数学问题不适宜以原问题的形式给出，教师可以学生现阶段的学情和思

维水平为依据，将历史上的问题作为来源，采用顺应式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改编，其优势是，这些资料虽

然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历史的痕迹，但却是一种对历史精神的继承。除此之外，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当

数学史料不适合直接呈现的时候，老师们还可以使用重构的方法，借鉴或者重构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历史，

使用发生法来进行教学，从而让它与现实的教学相适应。重构式是四种方法中最高级的一种，它的优势

是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而且还能让他们得到探究数学的美丽经验。 

5.4. 培养科学的数学史认知水平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仅是要提高教师的数学史素养，也要提高教师对于单元教学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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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够有效增强教师在单元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意识。要想培养出一名具备优秀的数学史素养的数

学老师，必须转变当前的高等师范院校对数学历史教学方式，以此促进未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体而

言，一是要认识到要培养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对其开设数学史课的重要性。高等师范院校的数学系，必

须重新设置其课程，在保持原来的课程不变的同时，将与数学史有关的课程，作为数学专业的必修课或

选修课来设置，并对其学分的设置进行明确的界定。与此同时，要对数学史课程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

HPM 是一门从理论到实践的学问，要想培养出具有优秀数学史素养的数学教师，数学史课程的教学应该

从理论讲授起步，最终落到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将数学史视为一种专业素质去学习并提升。让职前教师

的数学历史学习可以学有所用，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教师自身方面，教师

需要持积极的态度去学习数学史知识，提高在教学中运用数学史的能力。在闲暇空余时间，教师应对有

关数学史知识的书籍进行阅读，积极参与数学史的研讨活动，积累相关的数学史素材，自觉主动地提升

数学史素养。在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应积累数学史融入教学的案例，积极主动地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

以史为鉴，进行教学反思。 
其次，在单元教学方面要提高教师单元教学的认知水平，现如今正处于单元教学的大环境下，然而

许多一线教师还是被动地行进在单元教学的道路上，实施单元教学的关键在于要让广大教师认识到其重

要性和具体实施的方法。对于教师而言，如果只是字面理解单元教学，则仅根据教材中自然单元的内容

进行教学设计就会忽略单元教学设计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单元教学更加重要的是掌握整体意识，认识到

并不仅仅是一个单元的内容进行设计，而是要把握知识之间的整体性。整体性并不单指一个单元，更是

乃至整册书以及整个初中阶段数学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一些初中很注重加强教师培训，让名师或专家

示范引领，年级教师参考教学改革与实践让教师逐渐体会到课堂教学设计的核心是教学过程。教师需要

认识到数学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就是在新课程理念下数学教师把各因素的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具有较高实效

性的数学学科的教学设计。 

6. 结语 

目前，关于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要求正在不断落实，针对单元教学的实施也在逐步开展，数

学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初中数学教师的肯定，这种有效地融入会促进学生到的学

习，但是由于数学史的融入，对于教师来说正在处于一个摸索的困难阶段，教师对如何在单元教学中融

入数学史还存在一定的困惑。通过对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在教学中融入数学

史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教学中数学史内容的局限，融入数学史的教学目标偏移

和数学史融入教学的方式单一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改善的对策和建议：一是选择合适

的数学史教学材料；二是确定明确的数学史教学目标；三是采用多样的数学史融入方式；四是培养科学

的数学史认知水平。 
现如今，数学史的相关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要求也在不断落实，数学

史融入初中数学单元教学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学史之于教学的价值以及如何有效地融入是 HPM
研究的中心课题，相信有关数学史与教学的研究在中国也会继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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