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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2001 年 2 月起开设校公共选修课“数学文

化”，至今已经连续开设十年了。数学文化课程的精髓是传

授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与数学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科学

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

关于该课程开设的由来和发展，以及该课程的内容、

讲授和效果，笔者另有文章谈及。本文则打算着重谈谈数

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这里所说的“数

学传播”，主要指数学在非数学专业人群中的传播，包括在

大、中、小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传播，也包括在社会人士中

的传播。

一、数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的意义

“数学文化”一词，其实是最近十多年才逐渐用得多

起来的。之前在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初期，邓东皋、孙小礼、

张祖贵及齐民友等学者分别出版了都以“数学与文化”为

书名的书籍，这可以看作是“数学文化”一词使用的前奏。

“数学文化”一词进入官方文件，最早是 2003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近年来大大增加，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

本文所说的“数学传播”，不同于学校中正规的数学

教育，不是以系统地讲授数学知识及其应用为主，而是以

传播数学的思想、精神为中心。当然，数学的思想、精神

不能单独地、空洞地传播，必定要以恰当的数学知识或者

数学事件为载体 ；但是，这里不必过多地顾及数学知识的

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可以涉及重大的数学结论、

重大的数学事件，也可以涉及某些能够反映数学思想、精

神的局部的数学结论和数学事件。即使是重大的数学结论、

重大的数学事件，也主要着眼于以此为载体传播数学的思

想、精神，不必给出全面的阐述和严格的证明。

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程，定位为“校公共选修课”，

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以深浅适当的数学知识为载体，传

授数学的思想、精神，与上述“数学传播”的思路是一致的。

（南开大学的各个专业，包括所有的文科专业，另外还开设

有“高等数学”必修课。）

由于“数学文化”一词使用的时间还不长，目前还没

有看到哪本词典对其给出多数学者共识的定义。南开大学

的“数学文化”课程，在“序言”课中对“数学文化”一

词的内涵给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解释 ：狭义的数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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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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除上述内涵以外，

还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

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

等等。

关于“数学传播”的内容，笔者以为，在以恰当的数

学知识或者数学事件为载体的基础上，也应该以数学的思

想、精神为中心，可以包括数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

可以包括数学家的成长、贡献、人格，包括数学发展史上

的重大事件、重大曲折和重大结果，包括数学美、数学教育，

包括数学的应用，数学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包括数学与

其他学科的交叉、数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等等。

由此看到，“数学文化”课程无论在思路上、宗旨上、

定位上，还是内容上，与“数学传播”都是一致的，这就

体现了数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的意义。也可以说，数

学文化课是高校实施数学传播的一个得当的途径。今年 6
月，教育部公布了遴选出的 103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立项，

将于今年秋季上线，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这 103 门课

程中，数学类课程只有两门，就是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

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数学大观”，都是数学文化类型的

课程。这充分说明，数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具有重大

的意义。

二、数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的作用

“数学文化”课程与“数学传播”思路的一致性，也使

数学文化课在数学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包括“课内”

和“课外”两个方面的作用。

1.“课内”的作用

第二届全国高校数学文化课程建设研讨会会场；右上图：刘建亚； 左下图：蔡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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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活动的开展，即“数学文化节”、

《数学之美》刊物、“数学之美”论

坛，近几年还扩大到天津市其他高

校。其中《数学之美》校内刊物的

稿源来自大学生，特别是来自选修

数学文化课的大学生，近年来也有

少部分来自天津市其他高校的大学

生。每一期《数学之美》的文章，

还组织评选一、二、三等奖，由南

开大学教务处在获奖证书上盖章颁

奖。“数学之美”论坛则是《数学之美》

的获奖文章向全校大学生报告的一

个论坛。现在，《数学之美》刊物已

经出到第 7 期了，“数学之美”论坛

也已经举办 6 届了。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数学文

化课的一些学生到农村中小学宣讲

数学文化 ；一些学生到天津科技馆数学厅担任义务讲解员，

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数学传播的良好效果。

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也被其他高校重视，包括北大、

清华在内的百余所高校邀请我们去做数学文化讲座，数学

传播的效益达到各类高校。

逐渐地，一些中小学也来邀请我们去做数学文化讲座。

在对中小学学生的此类讲座中，我们深入浅出地传播着数

学的思想、精神。例如，用“对一堆扣子的分类”来传播“集

合”与“分类”的思想。给小学生一堆扣子，让他们自主

分类。为了分类，他们首先必须选择“标准”，可以按“颜

色”、“形状”、“扣眼个数”等不同的标准分，还可以先按

数学文化课不但在课程类型上不同于一般的数学课，

以“校公共选修课”出现，供所有专业的学生选修，而且

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数学课。

一般的数学课，是以数学的知识系统为线索来组织教

学的 ；而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则是从数学典故、

数学问题、数学方法、数学观点、数学思想等角度切入，

进行教学的。例如，历史上三次数学危机的典故、有限与

无限的问题、类比的方法、抽象的观点、数学审美的思想，

等等。该课程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学生演讲等多种

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为数学传播

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

一位学生写道 ：“数学文化课向我展示了数学极富魅

力的一面。不是以往数学课上的定理、公式、计算和题海，

而是数学的思想、精神和方法。我第一次用美学的眼光来

看待数学 ；第一次了解到数学在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 ；第一次走进数学史的长河，去追随数学家的足迹 ；第

一次体会到数学中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 ；第一次知道曾深

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三次数学危机，希尔伯特的 23
个问题等等。”

学生通过选修这门课程，既把多年来学习的数学知识

上升到观点、精神、方法、思想的层次上，又从文化和哲

学的角度反观数学发展中的规律 ；既学习了历史上的重大

数学事件，又学习了数学家的情感、品德和价值观 ；既了

解到社会进步对数学的推动作用，又了解到数学发展对社

会文明的推动作用。

2.“课外”的作用

数学文化课带动了南开大学全校范围的三个数学传

2008 年在郑州召开的数学文化会议；左三为本文作者，左五为李大潜院士

扣子的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