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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从文化育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课程教学， 倡导开展渗透文化的教
学。 数学文化是数学学科文化品质的集中体现，对培养学生数学素养、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具有
重要的作用。 为推进下一阶段数学文化的研究与实践，笔者对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数学文化论文
从论文发表的年度数量、作者来源、关注的学段、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
和计量分析。 研究发现：新课程改革以来有关数学文化的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高校研究者是
研究的主力军，理论研究与实践者的合作程度较低；研究关注的学段不平衡，义务教育学段关注
的不够；研究主题分布失衡，关于数学文化的教材、测评和其与学习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不足；
非实证研究占主导，实证研究十分缺乏。 此外，本研究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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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对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数学不仅是一类知识、一种方法和一项技术，更是蕴涵着深刻的思维品质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然而，受应试
教育的影响，我国数学教育长期偏重于“技术性数学知识内容”的传授，忽视挖
掘和弘扬数学的文化价值，彰显数学的文化品格，使得数学教学退化为单纯的
数学知识的传递，丢失了数学所蕴藏的文化韵味。 杨叔子院士提出数学具有科
学文化的特征，如知识的确定一元性、思维的系统逻辑性、方法的严密实证性，
也具有人文文化的直觉性、顿悟性和开放性。［1］徐利治教授强调“从文化的角度
和高度，引导学生亲近数学、理解数学、赏玩数学，领略数学文化的魅力，认识数
学的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
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都明确提出要把数学文化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成为学生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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