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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文化已日益受到数学教育界的重视。基于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借鉴相关研究构建数学文化试题的分

析框架。从数学文化类型、数学文化融入方式、数学文化教育价值、数学文化知识点分布、数学文化题

量变化和数学文化分值变化6个方面，对数学文化类试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4~2023年高考数学

试题中数学与现实生活占比较高，数学史的占比偏低；数学教育价值观念中以工具价值为主；数学文化

知识点分布中以概率与统计为主。为了更好地命制高考数学文化类试题，应注意重视数学史的教育功能，

巧妙融入数学史、紧密结合现实生活，适当均衡各数学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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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culture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mathematics education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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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frame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questions by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estion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from six aspects: type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ways of integrat-
ing mathematical culture, educational value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point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change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questions and changes of math-
ematical culture sco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2014~2023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roportion of mathematics and real life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mathematics 
history is low; the valu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mainly the value of tools; the distribu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al knowledge points is dominated by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n order to 
better order the 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mathematics culture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
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athematics history, skillfully inte-
grate into mathematics history, closely combine with real life, and properly balance the contents 
of mathematic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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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数学文化已越来越受到数学教育界的重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明确提出：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语言、方法、观点，以及它

们的形成和发展；还包括数学在人类生活、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和意义，以及与数学相关的人

文活动[1]。同时，“新课标”中也明确提出“注重数学文化的渗透”“高考试题融入数学文化”等观点

[1]。数学课程标准是确定高中数学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正是因为在“新课标”中对数学文化非常强调，

使得我们研究高考数学文化试题更有价值和意义。 
有研究表明，以数学文化作为背景素材的高考试题很多，但有些试题只是增添一些“文化”佐料来

考察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有学者发现，高考数学试卷中数学文化类试题数量偏少，各内容类型分布不

均衡；文化素材不丰富，各子类型分布不均衡等比较突出的问题[2]。本文通过对 2014~2023 年高考数学

全国卷试题进行研究，以期为高中数学文化类试题的编制提供一定启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 

国内研究数学文化的学者数不胜数，不同的学者研究数学文化的视角不同，导致对于数学文化内涵

的界定不同。一般而言，狭义的“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

形成和发展；广义的“数学文化”还包括数学史、数学家、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

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3]。常见的试题中的数学文化以广义的内涵为主。对于数学文化的不同类型，主

流的学者如下：如汪晓勤将其分为数学史、数学与生活、数学与科学、数学与人文、数学与艺术、趣味

数学 6 类[4]。王建磐等将其整合为数学史、数学与现实生活、数学与科学技术、数学与人文艺术 4 个方

面[5]。唐恒钧、张维忠将其分为数学史、数学与生活、数学与科技、数学与人文社会、数学游戏、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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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体育等 6 类[6]。 
基于对上述数学文化内涵的理解，结合本文的实际情况，将高考试题中的数学文化内容类型分为

数学史、数学与现实生活、数学与科学技术、数学与人文艺术四类。关于数学文化类型的分析框架如

下表 1 所示。 
 
Tabl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mathematical cultural types 
表 1. 数学文化类型分析框架 

要素 类别 内涵 

数学文化 
数学史 试题与数学家的故事、数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名题、数学史等内容联系 

数学与现实生活 试题中融入个人、公共生活背景，解决的数学问题与实际生活相关 

类型 
数学与科学技术 试题融合其他科学，如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等 

数学与人文艺术 试题融入人文、艺术、游戏等方面的内容 
 

就融入试题方式而言，沈春辉等将运用数学史的方式分为点缀式、附加式、复制式、顺应式和重构式；

其它数学文化的运用水平分为外在型和内在型[7]。唐恒钧等将试题中数学文化的融入方式统一为附加型和

整合型两大类，其中整合型又分为可分离的数学文化和不可分离的数学文化两种[6]。本文借鉴唐恒钧的观

点，将融入试题方式分为附加型、可分离型、不可分离型。关于融入试题方式的分析框架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Integrate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est questions 
表 2. 融入试题方式分析框架 

要素 类别 内涵 

融入试题方式 

附加型 文化要素仅以插图、语言等形式添加在试题中，删除后不会对试题本身造成影响 

可分离型 文化要素用以掩饰数学问题，仅仅运用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文化与数学可以分离 

不可分离型 文化要素成为数学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具体的文化问题，两

者不可分离 
 

就数学教育价值观念而言，本文参考曹文杏[8]的相关研究，将数学教育价值观念分为工具价值、认

识价值、文化价值。具体如下表 3。 
 
Table 3. Mathematical education value concept analysis framework 
表 3. 数学教育价值观念分析框架 

要素 类别 内涵 

数学教育

价值观念 

工具价值 将数学看作是一种工具，为其他学科学习、生活、生产提供工具，关注数学的实际应用 

认识价值 将数学看作是思维训练的方式，突出其对人类发展认识能力的作用 

文化价值 将数学看作是一种文化，重视对数学真、善、美的感受和领悟 
 

同时，为了更清楚的了解 2014~2023 年数学文化试题知识点、题目数量、分值情况，将数学文化试

题知识点分布、数学文化题目数量变化趋势和数学文化分值变化趋势加入其中，因这三方面在试题相关

数据统计好之后就能直接进行分析，将在后文进行详细介绍。 

2.2. 研究对象的选取 

单张高考数学试卷中关于数学文化的题目相对较少，不便于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将 201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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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高考数学全国卷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共收集了 52 套试卷，其中 2014~2015 年全国 I 卷(理科、文

科)、全国 II 卷(理科、文科)共计 4 套，2016~2020 年全国 I 卷(理科、文科)、全国 II 卷(理科、文科)、全

国 III 卷(理科、文科)共计 30 套，2021~2023 年全国甲卷(理科、文科)、全国乙卷(理科、文科)、新高考 I
卷、新高考 II 卷共计 18 套。 

3. 统计结果及分析 

3.1. 数学文化类型分析 

通过统计 52 套高考数学试卷，得到 2014~2023 年数学文化试题各要素的统计结果，为了便于进行直

观分析，将其转化为折线图。试题的数学文化类型折线图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在数学史方面，整

体趋势是先上升后下降的，2015 年数学史的考察比重最高，有 4.55%，其次是 2018 年和 2017 年，分别

为 3.64%、2.73%。总体来讲，试题中涉及到数学史方面的内容还是偏低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由于高考的性质决定了数学教学必须围绕考试大纲展开，这可能导致数学史等内容在教学中被相

对忽视。其二是高考数学试题的编制受到教育部门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需要符合课程标准，在实际的

试题编制中，可能由于种种限制，使得数学史元素无法充分融入。其三是因为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教

师可能会倾向于教授那些能在高考中直接体现的知识点，而学生也会更重视能够在考试中得到应用的技

能。这种情况下，即使数学史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也可能因为不被纳入高考的主要考察范围而被边缘

化；在数学与现实生活方面，整体趋势是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2016 年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考察比重最高，

有 14.55%，这和 2016 年新增全国卷 III (理科、文科)有一定关系，其次是 2020 年和 2018 年，有 10.91%。

可见，近几年的试题主要以数学与现实生活为主，试题非常重视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数学与科学

技术方面，整体趋势是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2019 年数学与科学技术的考察比重最高，有 7.27%，其次

是 2021 年，有 1.52%。相比于十年前，试题对于数学与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还是有所提高的；在数学与

人文艺术方面，整体趋势是先上升，后下降，2020 年之后又缓慢上升，2019 年数学与人文艺术考察比重

最高，有 6.36%，其次是 2022 年和 2021 年，分别为 3.79%、3.03%，从近几年可以看出，试题对于数学

与人文艺术是越来越重视的。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al types 
图 1. 数学文化类型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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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融入试题方式分析 

数学文化的融入试题方式折线图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在 2014~2023 年期间，数学文化的融入

试题的 3 种方式中，主要以可分离型为主，其次是不可分离型，最后是附加型。在可分离型上，2014~2019
年期间，其所占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2019 年后才逐渐下降。附加型和不可分离型在 2014~2023 年期间

总体起伏不大。 
通过分析高考数学试卷发现，许多数学文化类试题通过提供一个现实的数学情境来考查学生相关知

识，该情境删除与否对于相关知识的考查影响不大。2019 年后，可分离型的占比逐渐下降，不可分离型

的占比逐渐上升，可见，不可分离型的数学文化试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确实也应该加强知识与现实数学

情境的紧密联系，将数学文化要素有机融入数学实际问题之中，这样也有利于学生能顺利的将数学知识

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试题背后的文化渗透，引导学生体

会数学的理性精神、数学的思想方法以及数学在日常生活的广泛应用等。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ways of integrating test questions 
图 2. 融入试题方式占比情况 

3.3. 数学教育价值观念分析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value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图 3. 数学教育价值观念占比情况 

 
数学教育价值观念传递折线图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在工具价值方面，2014~2023 年期间总体

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认识价值方面，2014~2023 年期间，试题对于认识价值的考察比重一直是偏低

的；在文化价值方面，2014~2016 年期间，试题中基本没涉及到文化价值，2016~2019 年期间，试题对于

文化价值的占比是逐年增加的，在 2019 年后其占比又是迅速下降的。总体来讲，数学文化类试题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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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工具价值，这也反映出数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与改造世界。 

3.4. 数学文化试题知识点分布分析 

从图 4 可以看出，数学文化知识点主要分布在概率与统计、几何与代数、函数、算法与程序框图这

四大模块，所占比例分别为 70.89%、15.82%、10.76%、2.53%。在最新版普通高中数学 A 版教材中，算

法与程序框图和线性规划这两块内容已被删除了，因其与其它高中数学知识关联不大。通过分析高考数

学试卷可知，概率与统计几何与代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在选择题、填空题、大题中均有涉及，

所以占比高，而函数等知识与现实生活虽也有联系，但在关于现实生活的试题中有机融入数列或函数的

知识却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也就导致了这块知识占比较低。通过以上分析，数学知识本身的特点值得我

们关注，与此同时，对于我们以后的数学文化素材的选取、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数学试题编

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al knowledge points 
图 4. 数学文化知识点分布 

3.5. 数学文化题目数量变化趋势分析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在 2014~2023 年期间，2015 年关于数学文化的高考数学试题数量最少，为 11 道，

2019 年关于数学文化的高考数学试题数量最多，有 24 道，在 2019 年之后，数学文化题目数量呈下降后

缓慢上升趋势。从图中的信息可从侧面反映出教育部和从事教育的工作者对数学文化一直是比较重视的，

同时也为一线教师在接下来的高考复习中敲响警钟，不要忽视数学文化作为考题背景材料的重要性。 
 

 
Figure 5. The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mathematical cultural problems 
图 5. 数学文化题目数量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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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学文化分值变化趋势分析 

数学文化分值变化中，将当年高考数学全国卷中的数学文化相关试题的分值进行累加，得到如下图

6 数学文化分值变化趋势，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在 2014~2023 年期间，2015 年关于数学文化的分值最低，

为 83 分，2019 年关于数学文化的分值高，为 155 分。整体来看，数学文化分值是略有上升的。随着数

学界的学者对于数学文化的日益重视，数学文化渗透到数学考题中是必然趋势，所以，高考试卷的编织

者应该继续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将数学文化有机融入数学试题中，使学生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

均得到提升。 
 

 
Figure 6. Mathematical culture score change trend graph 
图 6. 数学文化分值变化趋势图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近 10 年高考数学试题中数学文化试题特征的相关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2014~2023 年高考数学试题中数学与现实生活占比较高，数学史的占比偏低，应引起重视。2) 融

入试题方式中以可分离型为主。3) 数学教育价值观念中以工具价值为主，强调应用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4) 数学文化知识点分布中以概率与统计为主，强调学生对于数据的处理分析，从而解决实

际问题。5) 2014~2023 年间数学文化题目数量以及分值是有增加的。因此，基于对高考试题中数学文化

试题特征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编题者以及一线教师参考。 

4.1. 重视数学史的教育功能，巧妙融入数学史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发展及其规律的宝藏资源，能够展示数学知识的发展脉络，数学知识的历史演变，

并能让学生深入理解数学家们的精神风貌和科学态度，同时也包含美学标准、智力好奇、趣味娱乐等因

素，可以让师生感受到数学文化的多元性、趣味性。教育部门在制定课程标准和高考大纲时，应当充分

考虑到数学史的教育功能，鼓励教师在教学中穿插数学史的内容，丰富学生的数学学习体验。同时，高

考数学试题的编制也应该尽可能地涵盖广泛的数学领域，通过文字语言、历史资料或特殊符号等形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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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呈现出来。通过融入数学史，彰显数学的魅力，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4.2. 紧密结合现实生活，适当均衡各数学文化内容 

数学来源于生活，也应当为生活服务。目前有关高考数学文化类型的试题中，在数学文化知识点分

布中以概率与统计为主，强调学生对于数据的处理分析，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可见，高考数学试题多结

合现实生活背景渗透数学文化，关注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突显了数学的工具价值，这一点值得肯定。

但是，通过前面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的内容占比较低，有的内容占比较高，所以，可以深入挖

掘数学文化资源，适当均衡数学文化试题中各数学文化内容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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