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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 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宄工作所取得的研宄

成果 。 除文中 己经注明引用 的 内容外 ， 本学位论文的研宄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 、 己

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 内容 。 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

人和集体 ， 均已在文中 以明确方式标明 。 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

学位论文作者签字 ：

冰
２０ ＞

｜ 年 上 月 曰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根据相关规定 ， 我校的博士 、 硕士学位获得者均须向 中央民族大学提交本人的学位论

文纸质本及相应电子版 。

本人完全 了解并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拥有在 《著作权法 》 规定范围 内的学位论文使用权 ，

即 ： （ １ ） 学位获得者必须按规定提交学位论文 （包括纸质 印刷本及 电子版 ） ； （
２ ） 为教学和科

研 目 的 ， 学校可 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等场所提供校内师生阅读等服务 ；

（ ３）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 中央民族大学向教育部指定单位提交公开的学位论文 ； （４ ） 学位

论文作者授权学校向 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 ） 电子出版社提交规定范围的学位论文及其电子版

并收入相应学位论文数据库 ， 通过其相关网站对外进行信息服务 。 同时本人保留在其他媒

体发表论文的权利 。

本人承诺 ： 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期间创作完成的作品 ， 并 己通过论

文答辩 ； 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与纸质本论文的 内容
一

致 ， 如因不同造成不 良后果 由本人

自 负 。

本人同意遵守上述规定 。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本论文 ： Ａ保密 ， □保密期限至

年月 止 ）

学位论文作者暨授权人签字 ：冰
２〇＞

｜
年

ｊ
月 ｙｔ？ 曰



摘 要

我国作为
一

个多 民族 国家 ，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是提升全体 国 民教育

水平道路上需要攻克的重点项 目 ，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 的发展在少数 民族教

育 中又 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 中小学使用 的数学课程

资源与其文化背景相脱离 ， 成为 了影响少数 民族地区数学教育发展的因素

之
一

， 因此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基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发数学课程资

源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 。

本文在已有研宄的基础上 ， 采用文献分析法 、 统计分析法 、 内容分析

法 ， 对 １ ８３ 篇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和 １ ４ １ 个融入民族文化的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进行分析 ， 旨在回答以下研宄 问题 ： （ １ ） 民族文化中数

学元素的开发现状如何 ；
（ ２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

状如何 ； （ ３ ） 如何有效地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研宄 ， 希望能够对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提出合理化

的建议 ， 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数学课程资源提供相关依据 。

本研究的结论主要为 ：

（ １ ） 目前基于 民族文化挖掘数学元素的少数民族己有 ２５ 个 ， 还有 ３ ０

个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进入数学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 待开发的 民族较多 ， 此

外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相关文献数量与 民族人 口数量的相关性较

低 。

（ ２ ）１ ９９３ －２０２０ 年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论文 ， 总体呈上升趋

势 ， 说明少数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研究正 日益受到重视 。

Ｉ



（ ３ ） 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较少 。 相 比于开发民族

数学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数量 ， 只有 １ ５ 个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开发了小

学数学教学案例 ， 有 １ ０ 个民族只挖掘 了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却没有将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编写为教学案例用于教学实践 。

（ ４ ） 民族文化中 己开发的数学元素所依托的文化体裁较为单
一

， 这也

是导致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文化体裁较为单
一

的原因之
一

。

民族文化中 己开发的数学元素和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都主要

以服饰 、 建筑这两类物质文化为载体 ， 大多局限在外显性的物质文化中 ，

忽视了精神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

（ ５ ） 民族文化 中 已开发的数学元素在知识模块上分布不均 ， 以 图形与

几何的挖掘为主 ， 以数与代数的挖掘为辅 ， 而概率与统计部分的数学文化

资源 占 比很少 。 这也导致了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在知识模块

上分布不均 ， 图形与几何模块的案例最多 ， 其次是数与代数 、 统计与概率

模块 ， 而综合与实践模块开发的案例数量最少 。

（ ６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主要有 ： 文献研宄法 、 田野调查

法 、 观察法 、 实地测量法 、 访谈法和 比较法 。 其中使用最多 的方法为观察

法 ， 其次为 田野调查法 、 文献研究法 ， 而实地测量法 、 访谈法和 比较法使

用 的则很少 。

（ ７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可总结为 ： 挖掘和

整理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和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

素 、 案例编写 、 实证检验 。

关键词 ： 民族文化 ； 数学元素 ； 小学数学 ； 教学案例

Ｉ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ａｍｕ ｌｔｉ
－ｅｔｈｎ ｉｃ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ｔｈｎ 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ｓａｋｅｙ

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ｔｈａ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 ｌｏｆ

ａｌ 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 ｉｅｓ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ｉｍｐ
ｏｒｔａｎｔ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ｉｎｅｔｈｎ 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ｓｅｄｂｙ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ｓ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ｓｅｐａｒ

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ｉ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

ｗｈ 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ｔｈｎ ｉｃｍｉｎｏｒｉ ｔｙ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 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ｃｅ ｌ 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ｉｔ ．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ｓｏｆｅｘ ｉｓｔ 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１ ８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１ ４ １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 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ａｉｍ ｉｎｇｔ
ｏａｎｓｗｅｒｔｈｅ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
ｎｓ ：

（
１
）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

２
）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

３
）
Ｈｏｗ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 ｌｙ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ａｓ

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 ｉ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
，ｉｔｉｓｈｏｐｅｄｔｈａｔｉｔ

ｃａｎ
ｐ
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 ｌ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ｏ

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 ｌｅｖａｎｔｂａｓ ｉｓｆｏｒ

ｉ 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 ｓ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

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ｃ 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

（
１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２５ｅ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ｒｉｔ ｉｅｓｍ ｉｎ 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 ｃａｌ

ｅ ｌ 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ｔｈｎ ｉｃ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３ ０ｅ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ｒｅｇ

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ｎｏ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ｉｅ ｌｄ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ｅｔｈｎ 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ｏｂ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 ．Ｉｎａｄｄ 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ｓａｌｏ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

ｗ ｉｔｈ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

（
２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 ｉｎｏｒｉ ｔ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１ ９９３ｔｏ２０２０ｓｈｏｗａｎｏｖｅｒａｌ ｌｕｐ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ｓｒｅｃｅｉｖ 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３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ｅ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ｔｈｎｉｃ

ｍ 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ｗｈ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ｅ
ｔｈｎｉ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

，ｏｎｌｙ１ ５ｅｔｈｎ ｉｃ

ｍ ｉｎｏｒｉｔ ｉｅｓｈａｖ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ｃｕ ｌｔｕｒｅｓ
，
ａｎｄ１ ０ｅｔｈｎｉｃ

ｇ
ｒｏｕｐｓｏｎ ｌ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ａｌ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ｅｔｈｎ ｉｃｃｕ ｌｔｕｒｅｓ
，ｂｕｔｄ 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ｐ ｉ ｌｅｅｔｈｎ ｉ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ｐ

ｒａｃｔｉｃｅ ．

（
４
）Ｔｈｅ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ｇｅｎ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 ｉｎｇｌｅ
，ｗｈ ｉｃｈｉｓａ ｌ ｓ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ｒｅｏｆ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

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ｉｓｒｅ ｌａｔｉｖｅｌ
ｙ

ｓ ｉｍｐ ｌｅ ．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ｉｎ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ａｓ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ｍａｉｎ 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
ｓ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ｌｏｔｈ ｉｎｇａｎｄａｒｃｈ 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ｌ ｉｍ 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ｅｘｐ ｌ ｉｃ ｉ 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 ｌ 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ｐ ｉｒ ｉ ｔｕａｌ

ｃｕ ｌｔｕｒｅ ．

ＩＶ



（
５
）
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ａｌ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ｎｏｔｅｖｅｎ ｌ
ｙｄ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ｄｕ ｌｅｓ ．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ａｉｎ ｌ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 ｉｎ 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ｐｈ ｉｃｓ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ｓ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ｍｉｎ ｉｎｇ

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ａ ｌ

ｇｅｂ
ｒａ

，ｗｈ ｉ 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ａｎｄｓ ｔａｔｉｓｔ ｉｃ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ａｓｍａｌ ｌ
ｐｒ

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ｈ ｉ ｓｈａｓａｌｓｏ

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ｎｅｖｅｎ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ｓ

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ｄｕ 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 ｉｃｓ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ｍｏｄｕ ｌ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ａｓｅｓ

，ｆｏ ｌ ｌｏｗｅｄｂｙ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ａｌｇｅｂｒａ ，

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ｍｏｄｕ ｌ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ｏｄｕｌｅｓ

ｈａｖｅ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ｃａｓｅ ｓ ．

（
６
）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ｍａｉｎ ｌｙｉｎｃ ｌｕｄｅ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ｆｉｅ ｌｄ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
ｆｉｅ 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
ｉｎｔｅｒｖ ｉ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
ｔｈｅｍｏｓｔｕ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
ｆｏ ｌ ｌｏｗ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ｉｅ 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ｔｅｒｖ ｉ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ｒａｒｅ ｌｙ

ｕｓｅｄ ．

（
７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ｄ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ｓ ：ｄ ｉｇｇ ｉｎｇ

ａｎｄ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ｓｅ 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ｓ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ｅ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 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ｓ
；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ｖ



目 录

ｍｍ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 ｌ ｌ

第
一

章 绪论 １

第
一

节 研宄背景 １

第二节 研宄意义 ２

一

、 助力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研宄 ３

二 、 为少数民族地区
一

线数学教师的教学提供支持 ３

第三节 概念界定 ４

一

、 民族文化 ４

二 、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４

三 、 数学文化资源 ５

四 、 数学课程资源 ５

第四节 研究问题 ７

第二章 文献综述 ８

第
一

节 国外研宄概况 ８

一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 ８

二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与数学思想的挖掘 １ 〇

Ｖ Ｉ



三 、 民族文化 中 的数学知识在数学教育 中的实践研究 １ １

第二节 国 内研宄概况 １ ２

一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理论研宄 １ ２

二 、 民族文化 中数学元素的挖掘 １ ３

三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 １ ４

四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现状的相关研究 １ ５

第三章 研宄设计 １ ６

第
一

节 研宄对象 １ ６

第二节 研宄方法 １ ６

一

、 文献分析法 １ ６

二 、 内容分析法 １ ６

三 、 统计分析法 １ ７

第三节 研宄思路 １ ７

第 四章 民族文化 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研宄 ２０

第
一

节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 ２０

一

、 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文献数量与人 口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２０

二 、 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首发时间 ２２

三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文献的年份分布 ２ ３

四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体裁分析 ２４

五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所属知识模块分析 ２ ５

Ｖ Ｉ Ｉ



第二节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 ２６

第五章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现状研宄 ２９

第
一

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２９

一

、 各少数民族基于 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献数量统

ｉ＋ ２９

二 、 各少数 民族基于 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个数统计


３０

三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化体裁分析  ３０

四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所属模块分析 ３ ２

五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堂的教学环节分析 ３４

六 、 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课型分析 ３ ５

第二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 ３ ６

一

、 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３６

二 、 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３６

三 、 案例编写 ３７

四 、 实证检验 ３ ７

第三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方法 ３８

第六章 研宄结论及建议 ４０

第
一

节 研宄结论 ４０

一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 ４０

二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４ １

Ｖ Ｉ ＂



第二节 研宄建议 ４２

一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建议 ４２

二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选取建议 ４３

三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方式 ４４

四 、 教学中如何使用 民族文化中 已开发的数学元素 ４５

五 、 教学中如何使用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５４

参考文献 ５６

Ｐｆｆ录 ６ １

ｍ ８３

Ｉ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我国作为
一

个拥有 ５ ５ 个少数民族的多 民族国家 ，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事关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 的发展 ， 是我国发展中不可忽视的
一

部分 。 数学学科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 ，

少数民族的数学教育 自然成为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 目 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

的数学教育与 以往相 比虽已有 了较大改善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 但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数学

教育相 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 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数学成绩与数学学习兴趣普遍偏低 ，

数学在
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而民族地区儿童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就尤为困难 ， 并且在小学阶段严重落后于课程标准 。

少数民族由于语言文字 、 风俗习惯 、 生活传统 、 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形成了各 自独特

的文化背景 ，

一

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数学教育忽视了 民族数学的
“

社会一文化
”

属性 ，

由此导致了 民族文化无法衔接在少数民族的数学教育中 ， 这也就在
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少

数民族数学教育的困难
？

。 中央民族大学的贾旭杰 、 何伟等对少数民族八省区进行调研

后发现 ， 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数学学业成就的原因之
一

是数学教学资源 ， 少数民族

地区使用 的 国家统编教材中的文化背景多选 自 主流地区 ， 呈现出
“

都市化
”

倾向 ， 与少

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缺少关联 ， 学生在课本中学到的 内容与实际生活中所接触的 内容

有较大差异 ， 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能力形成挑战 ， 造成学生数学学习 困难 ， 导致数学

成绩普遍较差气

①杜皓 ，姚闳耀 ，冯建新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的现实之困与 出径之思——基于民族数学理论的视角 ， 高

师理科学刊 ，
２０ １ ７

，
３ ７

（ 

１ ０
）

：７６
－

７９＋９０ ＿

②秦楚虞 ．民族文化与基础数学教育的整合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 ０ ． １ ．

③贾旭杰 ，何伟 ，孙晓天 ，苏傲雪 ，杨佳 ．民族地区理科双语教材建设的 问题与建议 ［
Ｊ
］

． 民族教

育研２０ １ ４ ， ２５
（
０５

）
： １ １ ７

－

１ ２０ ．

１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中针对课程资源提到 ： 课程内容的选择

要贴近学生的实际 ； 在呈现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的 同时 ， 重视学生己有的经验 ；

素材的选用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活动经验 ， 在反应数学本质 的前提下尽可能

地贴近学生的现实
？

。 因此关于如何改善民族地区的数学课程资源 ， 国 内学者提出 ： 建

设少数民族数学课程资源不但要考虑国家统
一

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 同时也要考虑

各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背景 。 贾旭杰 、 何伟 、 孙晓天 （２０ １ ４ 年 ） 也指 出 ： 少数民族地

区的数学教材应 以当地学生熟悉的生活背景和风俗习惯为 内容 ， 学生可以用 自 己的生活

经验来理解教材中 的情境 。 这样能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习 的兴趣 ， 也能帮助学生对数学

教材中 的知识内容有更准确的把握气

为此各少数民族地区基于 民族文化开发数学课程资源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

展起来 ， 经整理发现学者们 已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进行了挖掘 ， 在数学课

程资源的建设方面 ， 周长军等 （２０ １ ０ ） 、 肖绍菊等 （２０ １ １ ） 、罗永超等 （２０ １ ４ ） 、 孙健等 （ ２０ １ ５ ） 、

中央民族大学张淼 （２０ １ ９ ） 、 拉毛草等 （２０２０ ）对傣族 、 苗族 、 侗族 、 布依族、 藏族等少数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进行 了挖掘 ， 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民族文化进行了小学数学教学案

例的编写 ，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对于学生数学学业成绩

和学业成就的提高也具有积极作用 。 越来越多 的数学与数学教育工作者开始重视少数民

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 中 的作用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我国作为
一

个多 民族国家 ， 少数民族地区 的数学教育事关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进展 ，

是提升全体国 民教育水平道路上需要攻克的重点项 目
？

。 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

因素很多 ， 民族文化是其中 的重要因素之
一

， 近年来随着国际数学教育领域对于不同文

化背景下数学教育 问题研究的重视 ， 少数民族文化己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

问题的
一

大研究热点 ， 众多学者提 出在少数民族数学教育 中融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但

①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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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少数 民族文化的传承 ， 而且 由于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贴近学生生活 ， 是学生潜意识

中较为真实生动的学习素材 ， 能够提高学生对于数学学习 的积极性 、 加深学生对数学的

深刻理解
？

，因此基于民族文化研宄小学数学课程资源是相当重要的 。 本文的研宄意义如

下 ：

一

、 助力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研究

国 内众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在
一

定程度上对学生的数学学习有所制约 ，

越来越重视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少数民族数学教育 ， 少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和教

育学转化也得到 了数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 此方面的研宄成果 日 益增多 。 本文通过对少

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研宄和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研究 ， 有

助于研宄者从文化角度把握少数民族开发数学课程资源的研宄现状 ， 总结经验 ， 反思存

在的不足 ， 为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程资源的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 ， 为后续少数民族文化

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研宄提供参考 。

二 、 为少数民族地区一线数学教师的教学提供支持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作为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前提条件 ， 本文

首先通过对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进行研宂 ， 其次对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

学案例的开发现状进行研究 ， 有助于民族地区的数学教师把握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

程资源开发的相关研宄动态 ， 认识到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对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等的重要性 ， 并意识到提高 自 身民族数学文化素养的必要性 。 此外还能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数学教师提供民族数学文化方面的教学素材和建议 ， 为民族文化走进课堂教学的实

施提供支持 。

①杨泽恒 ，
王彭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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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概念界定

本文对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进行研宄 ， 需要对民族文化 、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数学文化资源 、 数学课程资源进行概念界定 。

一

、 民族文化

英国人类文化学家 Ｔｙｌｏｒ 对文化的定义为 ： 文化或文明是
一

个复杂的整体 ， 从它广

泛的 民族学意义上来说 ， 文化包括全部的知识 、 信仰 、 艺术 、 法律 、 伦理道德 、 风俗和

作为社会成员 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

。

文化的定义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从纯学术理论层面走向 了社会实践的层

面 。 北京大学何兹全教授认为文化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
一

切结果和积累 ， 他认

为除 了 自然存在的东西 ， 地球上只要是经过人类体力劳动 、 脑力劳动后产生的东西都属

于人类文化的范畴 。 许佳璐教授认为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

成果
＠

。

结合学者们关于文化的定义 ， 本文的民族文化是指少数民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产生

和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 其中物质文化体现在少数民

族特有的饮食 、 服饰 、 建筑 、 日 常用 品等具体实物上 ； 精神文化的 内容包括 ： 语言 、 文

字 、 科学 、 艺术 、 宗教 、 风俗 、 节 日 、 娱乐 。

二 、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本文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指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 、 能体现少数民族特点 、 贴近少数

民族学生真实文化背景的可用于小学数学教学的片段、 问题情境、 例题 、 作业题 、 案例

等 。 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以少数民族学生熟悉的文化背景为载体 ， 学

生可 以用 自 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数学知识 ， 从而提高对数学学习 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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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数学文化资源

国 内外学者对数学文化的定义都持有各 自 的看法 。

一

开始学者们认为数学是无文化知识的 ， 但随着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的证据不断涌

现 ， 数学有文化史的观点得到 了支持 ， 而且从不同的文化史中产生了 只能称之为不同于

数学的知识 。 因此 Ｂ ｉｓｈｏｐ 提出数学必须被理解为
一

种文化知识 ， 所有文化都会产生数

学知识 ， 但从
一

个文化群体到另
一

个文化群体并不
一

定需要
“

看起来
”

相同 ， 正如所有

的人类都会产生语言 、 宗教信仰 、 仪式 、 食物生产技术等 ， 所有的人类文化似乎都会产

生数学 ， 每个文化群体都有能力产生 自 己的数学
？

。

在数学文化
一

书中 ， 顾沛教授指出 ： 数学文化的 内涵是指数学的精神 、 思想 、 方法、

观点 以及他们的形成和发展 。 除 了 以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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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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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综上 ， 本文的数学文化资源统指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能运用到数学教育的
一

切

数学知识 、 数学问题 、 思想 、 方法 、 精神 、 思维方式等数学元素 。

四 、 数学课程资源

纵观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与 民族文化的研究 ， 其中张和平提出 了 民族地方数学教学资

源开发的模式 ， 而 申玉红进行了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模式初探 ， 但

分析其二人的开发模式都是针对数学教材的案例编写 ； 包括硕士论文 ， 中央民族大学杜

丹阳 、 张淼二人都是基于藏族文化背景进行案例设计 ， 但张淼认为其研究属于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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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 杜丹阳认为其研究属于教学资源开发 。 由此看来 ， 学者们对于课程资源和教学资

源的定义区分并不清晰 ，

课程资源是
一

个比较新颖并且涵义又较为宽泛的概念 ， 目 前我国学术界对其还没有

很明确的定义 ， 但主要是从课程的角度对其定义 。 例如吴刚平博士从课程 目标的角度 出

发 ， 将广义上 的课程资源定义为包含各种有利于课程 目标实现的因素 ， 狭义上的课程资

源则 只是指形成课程资源的直接因素与来源
？

。 褚惠玲从课程实施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

的课程资源是指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 ， 对学生进行教育时的
一

切素材气 徐继存则认为

课程资源指课程编制过程中可利用 的人力 、 物力 以及 自然资源的
一

切总和
？

。

教学资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 ， 但主要从教学的角度进行定义 ， 如美国学者泰勒从教

学的角度认为教学资源应该包括四方面的 内容 ： 教学 目标资源、 教学活动资源 、 组织教

学活动的资源和制定教学评估方案的资源
？

。 《教育大词典 》 中教学资源的定义是支持

教学活动的各种资源 。 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 ， 人力资源包括教师 、学生学习 小组 、

课外活动小组 、 家长 、 社会成员等 ； 非人力资源包括各种媒体和各种教学辅助设施 。

而笔者的观点是 ：
二者在字面上差别的源头应该是对课程和教学两者的关系不清 ，

因此造成其
一

些下位概念 （ 如本文的课程资源和教学资源 ） 不清楚 ， 其中有两种极端的

观点 ：

一

种观点是大教学小课程 ， 认为教学是上位理论 ， 课程是包含于其中的 ， 只是教

学的
一

个部分 。 其典型的代表是苏联教育家 ， 他们认为课程是教学的代名词 ， 属于教学

的
一

部分 ， 课程也往往被具体化为教学计划 、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三部分 。 另
一

种观点是

大课程小教学 ， 认为课程涵盖的范围要宽于教学 ， 教学只不过是课程的
一

个组成部分而

己 ， 这种看法在北美比较普遍 ， 认为教学只是课程的实施与设计 。 还有
一

种被人们广泛

采用 的观点是课程与教学是相互关联的 ， 属于胎连式关系 ， 但同时课程与教学在逻辑上

又是可分的 ， 从而有各 自研究的侧重 。 而本文赞成第三种观点 ， 认为需要根据研究的侧

重点划分 ： 课程主要强调学习 的范围 （知识或活动或经验 ） ， 教学作为动词来说主要强

调教师对学生 引 导的行为 （教授或对话或导游 ） ， 在
一

定程度上 ， 课程与教学还可被认

为是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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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了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后 ， 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材属于课程资源开

发 ，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中也有对数学课程资源的定义 ： 数学课

程资源是指应用于教与学活动中的各种资源
？

。

综上 ， 本文的数学课程资源指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供教师使用 的数学元素 以

及融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案例等文本资源 。

第四节 研究问题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采用 的教材为全国统编 （人教版 ） 教材的译制版本 ， 数学课程教材

忽视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 以及少数民族地区 的文化背景成为了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数学

教育的因素之
一

。 吕传汉 、 汪秉彝教授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 了
“

跨文化数学教育理

论
”

， 国 内诸多数学教育研究者在此指导下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进行挖掘 ，

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族数学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学转化编写成数学教学案例 ， 为开展民族文

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研究做了很多尝试 ， 并取得了
一

定的成效 。

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通过对我国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以及融入民族文

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开发现状的梳理和分析 ， 试图探讨国 内此类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对如何有效地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提出建议 ， 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数

学课程资源提供依据 。 与此同时 ， 也希望为少数民族地区
一

线数学教师的工作提供具有

价值的参考 ， 方便教师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数学教学中 ， 从而满足少数民

族学生进行数学学习时的需要 ， 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 改善少数民族

地区数学教材不适应的现状 ， 进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数学的教育质量 。

综上 ， 本文的研宄 问题表述如下 ：

（ １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如何 ？

（ ２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如何 ？

（ ３ ） 如何有效地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Ｍ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７



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文对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进行研究是为了使 民族文化更好地融入

数学教学 。 在此方面 ， 国 内外深入探讨 了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 ， 并对 民族

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和数学思想进行了挖掘 ， 为民族文化走进数学教学提供 了前提条件 ，

国外对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方式进行了实践研究 ， 而国 内主要对民族文化融入现有

的小学数学教材进行了相关案例的编写 。 以下是对国 内外相关研宄的总结梳理 。

第一节 国外研究概况

民族数学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成为国际数学教育研宄领域的热点 问题之
一

， 国外

众多数学教育家 、 专家学者对民族数学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 ， 并将民族数学的研宄领

域不断延伸 ， 在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
”

、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与数学

思想的挖掘
”

以及
“

民族文化在数学教育 中 的实践
”

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一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

为了弥合民族文化与学校数学之间的差距 ， 国外学者对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 的理

论基础进行 了探讨 。

Ｗａｔｓｏｎ 认为由于情境认知理论领域探讨了知识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相互作用 的相

关层面 ， 因此 ， 情境认知理论可 以作为在数学思维和学习 中考虑文化因素研宄的重要视

角
Ｑ：

。 Ｌａｖｅ 试图将情境认知理论应用到数学课堂教学中 ， 但是意 向性和再文本化的 问题

①Ｗａｔｓｏｎ
，

Ａ ．

（
Ｅｄ ．

）（
１ ９９ ８

）
． Ｓ ｉ ｔｕａｔｅｄ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ｌ ｅａｒｎ ｉ ｎｇｏｆｍ 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 ｌ ａｎｄ ：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

８



将学生和课堂情境分离 了开来 ， 虽然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理论可能不容易转化为数学课堂

教学 ， 但是情境认知理论作为
一

种理论 ， 为试图弥合校 内和校外数学实践之间 的差距提

供了
一

个保证
？

。

ＪｅｒｒｙＬ ｉｐｋａ 团 队在跨文化认知心理学 的框架下对阿拉斯加尤皮克人开展 了题为

“

Ｍａｔ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

（简称 ＭＣＣ ） 的项 目 研究 ， ＭＣＣ 项 目 在对阿拉斯加原住 民

进行数学教学时 ， 应用到 了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 并将该理论具体化为
“

第三空

间
”

， 即把数学 、 文化 、 教学的重叠部分作为教学的生长点 。 根据维果斯基的理论 ，

“

文

化背景下的数学
”

项 目 旨在通过找到尤皮克人文化背景中的 日 常知识 、 认知 、 成长和学

习 的方式与数学课程 内容知识 、 教学法的交集 ， 从而为学生建立
“

第三空间
”

， 把学生

的文化背景作为课程资源编写 的
一

个重要部分
？？
^

还有学者提出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看数学教育 ， Ｄ
’

Ａｍｂｒｏｓ ｉｏ 认为外面世界和学校世

界之间有
一

个巨大的鸿沟 ， 把学生从学校外以及家庭中所学习到的数学能力称作 自发的

数学能力 ， 当学生无法将学校学习 的东西进行同化时 ， 就会降低 、 压抑甚至遗忘这些 自

发的数学能力 。 长此以往 ， 这些学生被认为是学习障碍者 ， 甚至面临被迫提早退学 ， 被

放弃 ， 被认为是失败者的困境 ， 这可能是造成当今教育灾难的根本原因
？

。 Ｚａｓ ｌａｖｓｋｙ 认

为在多元文化关怀下的数学教育 中 ， 学生应当认识到源于人类实际需要和兴趣的数学观

念和数学想法 ， 让学生对他们群体的成就感到 自 豪 ， 而不是因为这些数学观念和数学想

法没有在数学课程中 出现 ， 就认为它们并不存在 。 而且要让学生认识到这些数学观念和

数学想法对他们生活的意义 ， 并主动去寻找他们 自 己的 民族数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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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与数学思想的挖掘

Ｂ ｉｓｈｏｐ 提 出 民族数学的研宄有三个取向 ：

一

是通过对关键历史文献的分析 ， 在非

西方社会中调查不同于希腊数学或西欧数学的数学知识 ；
二是 以人类学方法为基础 ， 在

不同文化群体的传统文化中调查其特有的数学知识 ； 三是 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 ， 调查不

同 民族群体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不同于主流数学的数学知识 ， 即
“

本土数学
”

或
“

土著

数学
”？

。

从 Ｂ ｉ ｓｈｏｐ 提出的 民族数学的研究取向和数学工作者对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研宄

发现 ， 国外学者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探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

一

是从文化传统中进行数学素材的挖掘 。 如爱舍尔在南美洲印加传统文化的结绳文

字 中发现了逻辑数值系统 ， 南美洲印加人由于没有文字记录于是采用空间阵列打结的方

法对数据进行表示 、 存储以及计算
？

；Ｃ ｌａｕｄｉａ Ｚａｓ ｌａｖｓｋｙ （ １ ９７３ ） 在 《非洲计数 》

一

书 中展

示了非洲传统文化中的
一

系列数学思想
？

；Ｇ ｌｅｎｄｏｎＬｅａｉｉ （ １ ９８６ ）对巴布亚新几 内亚传统

文化中 的计数系统进行了分类
？

； 由美国阿拉斯加大学主办的 ＭＣＣ 项 目 ， 在阿拉斯加

南部尤皮克传统文化中发现了表达数学思想的计数方式 、 与身体有关的独特的测量系统 、

使用身体对称性创建的数学系统
？

。

二是从 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 。 如 由美国阿拉斯加大学主办的 ＭＣＣ 项 目 ， 在尤皮克

人穿着的大衣上发现了几何图案 、 在鱼棚中从估计
一

个大家庭
一

年所需的干鱼数量到解

决包装问题等特定文化的数学模型的建构 ， 妇女在工作间制作草圈篮时 ， 由于要确定篮

子周 围的设计比例 ， 沿着篮子的中心或起点放置
一

根绳子 ， 绳子与妇女在篮中缝制的 图

案相交 ，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 这些妇女使用 了极坐标几何作为制作草圈篮的手段＾ 非

洲莫桑比克当地居民生活中用到的传统工艺 、 民族服饰和民间游戏都蕴含着数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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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编织竹篮时用到 了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 ， 建造房屋时用到 了欧几里得几何 内容气

三 、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知识在数学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民族数学作为
一

个研究项 目 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 了数学教育的研宄和实践中 ， 国

外学者意识到民族数学 由于不具有系统性等原因 ， 与学校数学教育之间存在差距 ， 因此

对民族数学在数学教育 中 的立场进行了讨论 。

Ｊａｍａ 对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选择用社会活动和当地的方法进行解决 ， 还阐述了对于

文化活动进入教学大纲的可能性 ， 建议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之上进行新数学用语的再创造 ，

以及编写数学教材的课堂活动气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Ｃａｒｓｏｎ 提出用 民族数学代替学校的数学课

程、 做学校数学的补充 、 跳板或者为教师备课服务 。 而在 Ａｄａｍ
，
Ａ〗ａｎｇｕ ＆Ｂａｒｔｏｎ 看来 ，

民族数学没有取代学校数学的可能性 ， 把民族数学融合到学校数学教学中的可能性最大

〇

如何将 民族数学整合到数学教学中 ， 亚当提出通过 以数学思考为核心的课程模型

帮助学生在文化中学习学校数学
？

；Ｄ ｉｃｋｅｎｓｏｎ－

Ｊｏｎｅｓ 提出通过分离 、 迁移 、 集成 、 关联 、

整合这五种模型将本土民族数学思想整合到学校数学课程中气 还有学者提出数学建模

可以作为民族数学融入数学教学的工具 ， 将民族数学背景迁移到数学建模中 以解决数学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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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 民族教育课程理论研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起步 ， ９０ 年代初 ， 民族地区义

务教育开始关注课程 问题 ， 绝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课程照搬 内地汉族学校

课程的模式不合理
？

， 学生文化背景与数学课程资源中 的情境相脱离 ， 新的数学知识无

法与学生本有的认知结构产生关联 ， 使得数学学习较为困难 ， 成为 了影响少数民族数学

教育质量的因素之
一

， 因此尤为重视民族数学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相关研宄 。

一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理论研究

我国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理论研宄集中在模式研宄 、 价值研宄 、

策略研究和意义研宄方面 。

学者们基于民族文化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学文化课程开发主要采用张和平 （２０ １ ２

年 ） 提出的民族地区数学教学资源的开发模式 ， 即调查收集数学素材 ； 整理和挖掘数学

文化 ； 开发数学教学案例 ； 形成地方数学课程 ； 开展课堂教学实践五个阶段 以及 申

玉红 （ ２０ １ ７ 年 ） 提出 的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模式 ， 即没有严格

的顺序界限 、 可循环往复的 四个阶段 ．

？ 挖掘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合理选择民族数学

文化素材编写教学案例 ； 教学案例的适用与修改 ； 建立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库 ， 实现

资源共享
？

。

策略研究方面 ， 旭红等人 （ ２０ １ ８ ） 在 《多元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课程教育 资源的开

发策略 》 中提出 ： 树立多元化 ， 综合化的课程发展理念 ， 培养教师的多元文化精神 ， 探

索更加灵活多变的课程教学体系 ， 建立和谐但不同的少数民族课程评估体系 ， 加强政策

和资金的支持力度
？

。

在价值研究方面 ， 李晓华 （ ２００９ 年 ） 认为民族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非

①何璇 ．中 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研宂 ７０ 年 ： 回顾与展望 ［
Ｊ
］

． 民族教育研究 ，
２０ １ ９

，
３０

（
０６

）
： 〗 ５

－

２３ ．

②张和平 ．苗侗 民族地区地方数学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构建 ［
Ｊ
］

。 教学与管理 ，
２０ １ ２

（
０３

）
： １ ０２ －

１ ０３ ．

③申玉红 ．基础教育视角下的少数 民族地区 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初探
［
Ｊ

］
．数学教学研究 ，

２０ １ ７
，

３６
（
０３

）
：６

－９ ，

④旭红 ，蔡迎旗 ．多元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课程教育资源的开发策略 ［
？！

］
．贵州 民族研究 ，

２０ １ ８
，３ ９（

１ １
）

：

２３６－２ ３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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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 有利于全面推进 民族地区 的课程改革和进步 ， 对民族地区学生的全

面成长 、 教师的专业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气

关于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 ， 中央

民族大学的张淼在基于藏族文化背景开发小学数学课程内容资源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有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 建构主义理论
＠

， 杜丹阳在将藏族

文化融入
“

统计与概率
”

的小学数学教学资源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有建构主义理论和

情境认知理论
＠
等 。 此方面的研究 。 大多数停留在对理论基础做简单介绍 ， 说明其可 以

作为支撑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的理论基础 ， 并没有进行深入探宄 。

二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

近年来学者们关注到 了 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程资源中 的价值 ， 而民族文

化融入数学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是对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 ， 这 自然也受到了学者

们的广泛关注 。

例如凯里学院的韦志托对水族传统文化 （如建筑 、 服饰 、 银饰及 日 常生产生活 ） 中

蕴含的数学元素进行整理 ， 并对数学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
？

。

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 申玉红等人对德宏景颇族生活用具 、 民俗活动 、 建筑 、

服饰中蕴含着的数学文化 ： 度量衡 、 几何图形 、 图形变换等进行 了研究
＠

。

周长军等人研究德宏傣族民族文化 ， 对德宏傣族建筑、 服饰 、 生活用 品 中所蕴含的

数学元素做 了研究
？

。

西藏大学的王琼对藏族生活中所特有的数字文化现象进行了整理 ， 揭示了藏族传统

文化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 内涵
？

。

杨梦洁采用 田野调查法 ， 对 白族语言 、 服饰 、 建筑 、 宗教 、 民俗风情中 的数学元素

①李晓华 ． 民族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宄叽当代教师教育
，

２００９
，２⑴＿

＿

３４ －

３ ８ ．

②张淼 ．基于藏族文化背景的小学数学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研宄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③杜丹阳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④韦志托．水族传统生活中 的数学文化初探 ［
Ｊ
］

．凯里学院学报 ，
２０ 〗 ３

（
３
）

： ５
－

７ ．

⑤申玉红 ，
李润琪 ，穆勒滚 ，周长军 ．德宏景颇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探析

［
Ｊ
］

．凯里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６
）

：５ －８ ．

⑥周长军 ， 申玉红 ，杨启样．水文化中的数学智慧一德宏傣族民俗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Ｍ

］
． 昆明 ： 云南

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⑦王琼．藏族传统生活中的数字文化 ［
Ｊ
］

．西藏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７

（
２
）

＿

＿

３９
－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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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了挖掘 ， 试图探讨 白族文化和数学文化的共 同性＇

何玉芝 、 代钦以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为背景 ， 对蒙古族传统的计数方法、

度量单位 、 数字计算等方面的数学知识进行 了挖掘 ， 对蒙古族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具有重

要意义
？

。

杨敏对纳西族传统建筑 ： 丽江的古城建筑 、 黑龙潭公园 、 木府建筑中 的数学文化进

行了挖掘
？

， 有利于纳西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 。 此外还有学者也对其它 民族的数学文化

元素进行 了挖掘 ， 在此不
一一

赘述 。

三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

学者们希望能够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数学课程相结合进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 的学生

更好地学习数学 ， 同时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因此在对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

元素进行挖掘和教育学转化后 ， 进
一

步编写数学教学案例进行文化与课程结合的尝试 。

例如罗永超教授带领的数学研宄所 ， 将苗侗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融入了数学教学

案例并编写 了 《苗侗数学文化与数学情境教学 》

一

书
？

。

中央民族大学的杜丹阳将藏族饮食中的青稞融入到 了 小学统计与概率模块的数学

教学案例 中
？

， 张淼对藏文化中传统身体测量方式这
一

文化素材进行挖掘后 ， 结合对应

的知识点将其编写进 了用字母表示数 、 比 、 比例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中
？

； 拉毛草根据

Ｂ ｉｓｈｏｐ 的文化法数学课程理论原则 ， 将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融入到 了 小学相关数学教

学案例 中 以供参考
？

。

大理大学的李晶 、 王鹏德 以哈尼族服饰 、 建筑 、 银饰中 的几何元素为载体编写 了小

学数学教学案例 ， 旨在传承哈尼族的数学文化 ， 并进
一

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

。

①杨梦洁 ，
王彭德 ，杨泽恒 ． 白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 ［

Ｊ
］

．数学教育学报 ，
２０ 〗 ７

，
２６

（
０２

）
： ８０

－

８ ５ ．

②何玉芝 ，代钦 ． 蒙古族传统生活中 的数学文化 ［
Ａ

］
． 全国数学教育研宄会 ．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学术年会论文集 ｔ
ｃ

］
．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 ：中 国高教学会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数学教育会 ，

２０ １ ６ ：９ ．

③杨敏．纳西族建筑中 的数学文化初探 ［
Ｊ

］
． 中 国 民族博览 ，

２０ １ ９
（

１ ２
）

： １ ８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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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罗永超． 苗侗数学文化与数学情境教学 ［Ｍ ］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⑤杜丹阳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⑥张淼．基于藏族文化背景的小学数学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研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⑦拉毛草．基于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及其实践研究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２０ ．

⑧李晶 ，
王彭德 ． 以哈尼族文化为情境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设计

［
？！

］
．凯里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７
，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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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璐对畲族语言 、 图腾 、 风俗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融入数学课堂进行 了尝试 ， 希望数

学课堂除了传递知识外 ， 还可 以进行生动的 、 有意义的文化交流和传承
？

。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将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尝试 ， 部分研究者还会

对所编写的教学案例进行实践 ， 研宄其实用性并做出进
一

步的改进 。

四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现状的相关研究

我国有学者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整体研宄现状进行了分析 ，

然而专 门针对我国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整体研

宄现状和发展特征的分析几乎没有 。 例如苏傲雪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我国少数民族近 ３ ０

年来的数学教育研宄现状进行了分析 ， 文中 只指 出 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的研宄

是其中
一

个研究方向 马静在对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研宄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分析时 ，

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研宄的现状 、 存在的 问题进行 了简单梳理
？

； 周 阳用文献研宄法对

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数量 、 研究成果首发时间 、 各年份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

数量进行 了分析
？

， 大多数都只是对 民族文化融入小数数学课程资源现状的简单总结 。

因此 ， 本文希望综合整理与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和基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

例研宄的有关文献 ， 对其发展现状和显著特征做
一

个有效分析 ， 有助于研宄者把握民族

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相关动态 ， 总结经验 ， 弥补不足 。

①汪璐．将畲族元素融入数学课堂的
一

些尝试
［
Ｊ
］

．小学教学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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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苏傲雪 ，
孙晓天 ，安洋洋 ．近 ３０ 年我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研宄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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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思考 ［
Ｊ
］

．民族教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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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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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

③马静 ．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理论建构初探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５ ．

④周 阳 ，
金康彪．民族文化视阈下我国数学课程资源开发研宄综述 ［

Ｊ
］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

版 ） ，
２０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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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对象

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是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前提条件 ， 因此本

文除了对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进行研宄 ， 还需要对少数民族数

学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研究 。 本文将 中 国知网 、 维普数据库 、 万方数据作为文献搜集来

源 ， 以
“

民族文化 、 民族数学元素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苗族等 （ ５ ５ 个民族 ） ＋数学文

化 、 苗族等 （ ５ ５ 个民族 ） ＋数学元素 、 教学案例
”

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 以搜到的相关

文献为研宄对象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一

、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搜集 、 鉴别 、 整理相关文献 ， 然后再进
一

步对文献做分析整理 、 重

新归类 、 深入研究和寻找规律从而形成对事实的正确认识的方法 。 想要探寻事物发展的

轨迹 ， 探索发展轨迹中 的某些规律性 ， 就不得不采用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期刊文章 、

学术论文 、 专著等的搜集查询 ， 筛选出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 、 融入民

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进行分析 。

二 、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为 了客观 、 系统地探究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发展趋势而采用 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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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
一

种方法 ， 这种方法把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 ， 并依据这些数据对

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做出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 ， 它对组成文献的因素与结构的分

析更为细致和程序化 。 本文就将 １ ８３ 篇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文献和 １ ４ １ 个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进行了量化分析 。

三 、 统计分析法

依据本文所要分析的 内容 ， 对 １ ８３ 篇涉及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文献按照 民族 、

各民族成果首发时间 、 年份分布 、 体裁分析 、 知识模块、 开发方法进行了分类编码 ； 将

１ ４ １ 个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按照民族 、 文化体裁 、 知识模块、 教学环节 、

课型进行了分类编码 ， 再综合运用 ＷＯＲＤ 、 ＥＸＣＥＬ 工具对本研究所确定的研宄维度进

行统计分析 ， 用表格 、 统计图 、 图表展现分析结果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

第
一

部分是对民族文化中 己挖掘的数学元素进行分析 ， 通过文献搜索 ， 专著阅读后 ，

将 １ ８３ 篇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 ， 对各民

族开发数学文化资源的文献数量、 研宂成果首发时间 以及我国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成

果的年份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 其次通过对文献的精读 ， 从微观层面上 ， 按照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的文化体裁 、 所属知识模块以及开发方法三个类 目 分别进行编码统计 。

第二部分是对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研究 ， 将文献 、 专著 中 的 １ ４ １

个教学案例作为研究对象 。 在宏观层面 ， 对各民族融入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文献数量 、 案例个数进行分类统计 ； 在微观层面 ， 对教学案例的文化体裁 、 所属知识

模块 、 课型 、 民族文化融入的教学环节进行分类统计 ， 并对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流程和方法进行总结分析 。 其次将文献中基于民族文化 己挖掘的数学元素按照民

族 、 文化体裁 、 所属知识模块 ， 具体知识点进行初步教育学转化 ， 可 以将此作为素材库

供民族地区的
一

线数学教师参考借鉴 。

第三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建议 。 根据相关文献 以及本文的研宄 ， 从民族文化中数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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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开发 、 选取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方式三方面对如何有效地开发融入 民族

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提 出建议 ， 并对教学 中如何使用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

案例也提 出 建议 。

一

方面为开发少数民族地区 的数学文化课程资源提供思路 ， 另
一

方面

为民族地区
一

线数学教师的教学提供支持 。

本文的研宄思路如下 图所示 ：

研究 问题

ＩＩ

民 族文化 中 数学 元素 Ｉ

融入 民族文化的 小学数

的开发现状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现状

，

Ｌ」

Ｉ

研究对象 ： １ ８ ３ 篇开发民族数学研究对象 ： １ ４ １ 个融入民族文化

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ＩｉＩ

统计分析 ： ｜

提取数学元素
｜ ｜

统计分析 ： ｜

开发流程

宏观 ： 各 民族开发Ｘ各民族开发数量开发方法

数量与人 口 数量相 按照 民族 、 文化体文化体裁

关性 ； 各 民族成果裁 、 所属知识模块 ，所属知识模块

首发时 间 ； 开发成具体知识 点进行初融入的教学环节 Ｉ

果 的年份分布 。步教育学转化课型


微观 ： 文化体裁 ； Ｐ

所属知识模块 ； 开

发方法

＼ Ｉ

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六章 ， 第
一

章为绪论部分 ， 第二章为国 内外研 究现状的文献综述 ， 第

三章为研究设计 ， 第 四章为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研究 ， 第五章为融入民族文

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现状研究 ，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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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 、 内容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对我国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

现状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进行分析 ， 找出此类研究的特点和

趋势所在 ， 从而为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提 出 自 己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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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研究

近年来 ， 国 内 民族数学的研宄不仅仅局限在从理论上探讨 民族数学 ， 己经逐渐转 向

了实践层面的研究 。 挖掘少数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是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 资源 的前

提条件 ， 此类研宄为少数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提供 了支撑与保障 。 本章 以 １ ８ ３ 篇开发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为研宄对象 ， 通过对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和开

发方法进行梳理 ， 以期对少数 民族地区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进程提供有益视角 。

第一节 民族文化 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

本节从宏观层面上 ， 对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文献数量与人 口数量的相关性 、

研究成果首发时 间 以及我国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成果的年份分布进行分析 。 其次在微

观层面上 ， 对 民族文化 中 己开发的数学元素的文化体裁 、 所属知识模块进行编码统计 ，

旨 在探究我国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 的开发现状 。

一

、 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文献数量与人 口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笔者对开发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的相关文献整理后按照 Ｋ族进行分类统计 ， 山 于 个別

文献对多 个 民族的数学元素进行 了挖掘 ， 则对涉及到 的每 个 民族进行计数 ， 并利用第六

次人 口普查数据 中各少数 民族人 口 数量 占全 国人 口 数量的 比例 ， 分析文献数量与人 ｕ 数

量的相关性 。

表 一 各 少数 民 族数 学 文化 资 源 开 发 的 相 关 文 献数量及 人 口 比例

｜

布依
｜

朝鲜 ｜

鄂伦春
民族白族佤族傣族侗族

族族族

２ ０



续表 表一 各少数 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开 发的相 关 文献数量及人 口 比例

文献数量３ １ ５

￣￣￣

１

￣
￣￣

２

￣

８
￣

３ ７

￣￣

 １

人 口 比例 （ ％ ） ０ ． １ ４５ １

￣￣

０ ．２ １ ５３０ ． １ ３ ７４０ ． ０３２２

＂ ＂＂

０ ．０９４６

￣ ￣

０ ．２ １ ６ １

￣￣

０ ．０００６

＾
￣￣

ＳＷ哈萨克
民族景颇族 回族黎族蒙古族

族 族族

文献数量５２ １ １ ５２ ３

人 口 比例 （ ％ ） ０ ． ０ １ １ １

￣￣

０ ． １ ２４６０ ． ０００４０ ． ７９４３ ０ ． １ ０９７

￣￣

０ ． １ ０９８

￣￣

０ ．４４８ ８

ｍｍ维吾尔
民族苗族怒族羌族畲族７ｊｃ族

族族

文献数量３６３ １２ ５ｎ６

人 口 比例 （ ％ ）

￣ ￣

０ ．７０７２０ ． ０２４５０ ．００２８０ ． ０２３２

￣ ￣

０ ．０５３２

￣＂

０ ． ０３０９

￣￣

０ ．７５ ５ ５

０ＭＭＭＷＭ

文献数量 １ ４ １２３８

人 口 比例 （ ％ ）

￣ ￣

０ ．６５ ３ ８

￣ ￣

０ ．２０９８０ ．４７ １ ３ １ ．２７００

注 ： 苗族 、 侗族的文献数量包括一本专著 ；
人 口 比例数据来源于 第六次人 口 普查数据

由表
一

可知 ， 目 前基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数学元素挖掘的少数民族已有 ２ ５ 个 ， 侗

族、 苗族 、 藏族的数学文化资源研究成果排前三 ； 部分少数民族虽然进行了 民族数学文

化资源的开发研究 ， 但成果很少 ， 可见基于民族文化开发数学元素的研究还有待进
一

步

深入 ， 如朝鲜族 、 佤族 、 鄂伦春族等 ，

？ 此外还有 ３０ 个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进入数学教育

研究者的视野 ， 数学文化资源有待开发的民族较多 。

苗侗族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研宄成果丰富的原因 ，

一

是因为苗 、 侗族虽没有文字 ，

但是 由于生活的山 区较为封闭 ， 苗 、 侗族的文化没有被外界同化 ， 在传统生活中通过心

传 口授被保存了下来 ， 因此在民族文化中挖掘数学元素较为容易 ；
二是因为 ２００６ 年在

凯里学院罗永超教授的带领下成立了苗侗 民族数学研究所 ， 带领苗侗族地区
一

大批
一

线

数学教育工作者致力于苗侗族的数学文化资源研究 ， 因此苗侗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研究成

果与 日俱增 。 而藏族 由于在人 口数量上属于少数民族中 的大族 ， 有 自 己的语言和文字 ，

藏族文化历史悠久 、 呈现出多元性特点且保存完整 ， 因此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也便于挖

掘 。

部分少数民族没有进行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工作 ， 笔者认为
一

是 由于部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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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数量少 、 分布不集中等 问题 ， 在其数学教育 中融入少数 民族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相

关的重视 ；
二是有些少数民族人 口数量虽然较多 ， 例如满族有 自 己的文字 ， 人 口数量所

占 比例约为 ０ ． ７ ８％ ， 但是 由于其文化受到 了冲击 ， 在数学文化资源开发方面难度较大 ，

并没有相关的研宄成果 ， 因此其他少数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还有待挖掘研宄 ， 学者们

也需要根据不 同少数 民族挖掘数学文化资源的 困 难所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挖掘 。

本研宄利用 各少数 民族开发数学元素的文献数量和人 口 比例计算 了积差相关系数 ，

以期得到二者的相关性 ， 计算结果为 Ｒ＝０ ． ３ ０７ １
＜０ ．４０

， 这表明 各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

发的相关文献数量与人 口 比例之间为低度线性相关 ， 说明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人

口 数量的相关性较低 。

此外我国拥有 ５ ５ 个少数 民族 ， 各 民族在长期接触 、 混杂 、 融合的过程 中形成 了我

中有你 、 你中有我的多元
一

体文化格局 ， 但是通过梳理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论文 ，

发现大多数是 以
一

个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 ， 部分 以
一

个地区 的多个 民族为研究对象 ， 实

际上 即使是 同
一

少数民族在不 同地区也会呈现不 同 的 民族文化 ， 因此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的研宄还有待系统化 。

二 、 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首发时间

２ ０２ ５

２ ０ ２ ０

ｏｎ ２ 〇 ｉ＾
ｑ
ｉｚ３９－

１ ９

２

２

： ２

严騰』
观 ８

２ ０ １ ０ ２Ｍ？〇 １０

２ ０ ０ ５＾
〇８２Ｇ〇８

／００５

２ ０ ０ ０廉 〇

１ ９ ９ ５１＾６１ ９§ ６

１ ９ ９ 〇
１ ９９ ３１ ９９３

１ ９ ８ ５

１ ９ ８ ０

租 兴 扣 樹 ： 帐 膣 厚 哆 ． 修 路 职 柃 磨 回 饴 ＃ 擊 随 也 锢 咲 ？ 鄴 轫
ｍ迄＆ 邮 ＃桕恕 黑 羅 潔

图 ５
－

１ 各 民族数学 文化 资 源 开 发 的 首 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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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可知 ， 贵州师范大学张文材最早于 １ ９ ９３ 年率先对水族数学史展开了研究
？

； 同

年 ， 周开瑞等人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 《苗族 《开亲歌 》 与数学 》
一

文 ， 对 《开亲

歌 》 中蕴含的苗族数学文化资源进行 了研宄 １ ９９６ 年 ， 内 蒙古师范大学的代钦对蒙古

族传统数学文化 中 的计数 、 数字象征意义 、 度量单位 、 数学计算等方面的数学知识进行

了开发 同年 ， 吉克 曲
一

和吴双对彝族人 民生活中 的数学元素也进行 了挖掘
？？

。 近年

来 ， 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关注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 ， 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

三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文献的年份分布

１ ９９ ０ １ ９９５２ ０００２００ ５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５ ２ ０２ ０

图 ５
－

２ 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开 发文献的年份分布

本文收集到 的 １ ８ ３ 篇开发少数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论文 ， 发表年份的时间跨度为

１ ９９ ３
－２０２ ０ 年 ， 总体呈上升趋势 ， 说明少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正 日 益受到重视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 课程问题作为影响 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质量的热点 问题 ， 数学教育工

作者也开始主张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学教育应体现民族特色 ， 但这
一

时期主要还处于发现

问题的阶段 ， 因此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较少 。 之后随着国家颁布三级课程管理

①张文材 ，凌鸿春 ，陈信传 ，
段应全 ．水族数学史研究 ［

？ ！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 １ ９９ ３
（
０ ２

）
： ２ ３

－

３ ０ ．

②周开瑞 ，
周群体 ，周

一

勤 ．苗族 《开亲歌 》 与数学 ［
Ｊ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９ ３
（
０ ５

）
： ２ ８

－

３ １ ．

③代钦 ．蒙古族传统生活 中 的数学文化 ［
Ｊ
］

．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 ９６

（
０２

）
：
４２ －４ ７ ．

④吉克 曲
一

， 肖 业 ．凉 山 彝族传统数学与凉 山 彝族的双语教育ｍ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 ９６
（
Ｓ １

）
： １ ３ ２ －

１ ３ ７ ．

⑤吴双 ，
周群体 ，

周开瑞 ．彝族数学初探
［
Ｊ

］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 ９６
（
Ｓ  １

）
：
〗 ２４ －

１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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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 学者们更加重视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教育学转化 ， 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

的开发研宄 自 然也开始增多 。

四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体裁分析

通过整理开发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 ， 发现大多数学者在对 民族文化中 的数

学元素进行挖掘时 ， 是以文化体裁的分类进行数学元素的挖掘 ， 如马葳蕤对回族数学文

化进行调查分析时 ， 从回族的生活习俗 （ 大小净 ） 、 宗教 、 建筑 、 服饰中进行 了数学元

素的挖掘
３

。

本文将少数民族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 物质文化是指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

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 的总和 ， 体现在少数民族特有的饮食 、 服饰 、 建筑 、 日 常用

品等具体实物上 ； 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精神方面的表现 ， 主要包括 ：

语言 、 文字 、 科学 、 艺术 、 宗教 、 风俗 、 节 日 、 娱乐 ， 其中风俗是指少数民族群体在生

活中沿革下来的风气 、 礼节 、 习惯等的总和 。 本节将收集到的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的论文 ， 按照文化体裁对少数民族文化中挖掘到的数学元素进行编码统计 。 结果如下

图 ：

节 曰娱乐

５％语言

２％
日 常用 品饮食

■ 建筑■ 服饰饮食
７％

日 常用 Ｉ？

４

■ 语言■ 文字

■ 科学■艺术■ 宗教■风俗■ 节 曰■ 娱乐

图 ５
－

３ 民族数学 文化资 源 的体裁分析

由上图可知 ， 少数民族数学元素的开发主要 以服饰 、 建筑这两类物质文化为载体 ，

①马葳蕤 ． 回族数学文化调查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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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分别为 ２７％和 ２０％ ， 这是因为服饰、 建筑中的数学文化资源较为外显 ， 研究者依

据已有文献的记载或者图片便可以进行数学元素的提取 ， 易于挖掘 ； 其次 ， 由于服饰和

建筑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 保存完整 ， 考虑到将此类文化体裁中的数学元素

融入数学教学中 ， 学生也不会感到陌生 ， 因此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挖掘多集中在服饰

和建筑中 。 风俗由于贴近现实 、 较为常见 ， 很多沿袭下来的习惯还会被使用 ， 以其为体

裁的数学元素所 占 比例也较高 ， 而语言 、 文字 、 科学 、 艺术 、 宗教 、 节 日 、 娱乐等精神

文化体裁所 占 比例很少 。 由此可见 ， 民族文化中 己开发的数学元素所依托的文化体裁比

较单
一

， 大多局限在外显性的物质文化中 ， 忽视了精神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民族文化中

数学元素的开发还需要进
一

步深入研宄 。

国 内挖掘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多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 挖掘的数学元素大多较为外显 ，

很少有关于民族数学思想 、 数学方法的挖掘 。 反观国外相关研宄 ， 对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的研究更多 的是从民族数学的角度 出发 。 例如 Ｂ ｉｓｈｏｐ 从民族数学的角度来看 ， 认为数

学作为
一

种文化知识 ， 源于人类以
一

种持续的 、 有意识的方式从事计数 、 测量 、 定位、

设计 、 游戏 、 解释这六种普遍活动 ， 提出可以用这 种
“

普遍
”

的 结构 ， 在所有文 化

中 都存在 的六种数学活动 中挖掘 数学思 想
？

。 中 央 民 族大学 的桑 比 东 周 便是从

民族数 学 的 角 度 出 发 ， 在藏族最常 见 的 两 种数 学 活 动 ： 计数 和 测 量 中 进行 了

数 学元 素 的 研 宄 。 我 国 对 民族文化 中 数 学元 素 的 研 宄不 应 该 只 局 限在 从不 同

的文 化体裁 中 进行挖掘 ， 也 可 以 借鉴 国 外 研 宄 ， 从 民族数 学 的 角 度丰 富现有

的研 究 结果 。

五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所属知识模块分析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 ， 部分学者选择从知识角度对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进行开发 ，

而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挖掘 ， 最终是为了融入数学教学做准备 。 义务课标将数学课程内

容划分为了
“

数与代数
”

、

“

图形与几何
”

、

“

概率与统计
”

、

“

综合与实践
”

四个

模块 ， 然而由于
“

综合与实践
”

模块实质是对
“

数与代数
”

、

“

图形与几何
”

、

“

概

率与统计
”

知识的运用 ， 因此本节从数学知识角度 ， 对已有的能融入小学数学的民族数

？Ｂ ｉ ｓｈｏｐ 

Ａ Ｊ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ａ ｌ 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 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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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资源按照
“

数与代数
”

、

“

图形与几何
”

、

“

概率与统计
”

进行分类统计 ， 结果

如下 ：

噌
数

图形与几何

５ ９％▼

■ 数与代数 ■ 图形与几何概率与统计

图 ５
－

４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所属知识模块分析

研究发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 以 图形与几何的挖掘为主 ， 以数与代数的挖掘

为辅 ， 而概率与统计部分的数学文化资源 占 比很少 。 不难发现 ， 民族文化中 已开发的数

学元素在知识模块上分布不均 ， 作为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素材 ， 这也导致了基于民

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在知识模块上会有所偏 向 ， 不利于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

的长远发展 。

第二节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

通过梳理 １ ８ ３ 篇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开发的文献 ， 发现学者们开发民族文化数学元素

的方法主要有 ： 文献研宄法 、 田野调查法 、 观察法 、 实地测量法 、 访谈法和 比较法 。

（ １ ） 文献研宄法是指通过查阅少数民族的历 史古籍 、 地方志 、 研究各 民族文化的

论文专著等 ， 从而收集整理民族文化 中蕴含的数学知识 以及数学思想 。 如加德拉 ？托 力

肯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哈萨克书面诗歌中蕴含的数学思维进行 了挖掘＇

（ ２ ） 田野调查法 ： 研究者或者其团 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 ， 通过亲身实践参与 当地

居民的 日 常生活 、 传统节 日 或者大型活动等 ， 探索少数民族 日 常生活和传统习俗中所蕴

含的数学元素 。 如周润通过 田野调查法对壮族猜码 、 天琴 、 绣球等传统文化中 的数学元

①加德拉 ？ 托力肯 ． 哈萨克书面诗歌 中 的数学思维 ［
Ｄ

］
．伊犁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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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探析
ｓ

。

（ ３ ） 观察法 ： 通过观察少数民族外显的物质文化 ， 如建筑 、 服饰 、 生产工具等 ，

进而从中开发数学元素 ， 观察法相 比 田野调查法来说不需要亲 自 去当地进行实践 。 如姚

春燕通过观察彝族服饰和银器中 的几何图案从中挖掘所蕴含的数学文化气

（ ４ ） 实地测量法 ： 实地测量当地建筑物或参与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过程 ， 利用建

筑物结构 图 以及建造方法探索涉及到的几何和数学计算 问题 。 如凯里学院姚仁海通过 了

解侗族鼓楼建造过程 ， 挖掘蕴含的多边形作 图和计算等相关数学元素气

（ ５ ） 访谈法 ： 通过走访民族地区 的老人 、 少数民族文化或技艺传承人 、 研究少数

民族文化的学者和专家等 ， 收集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如木尔扎别克 ？ 阿不力卡斯通过访

谈哈萨克族建筑的建造人员和文化传承人收集哈萨克族建筑中 的几何元素
８

＇

。

（ ６ ） 比较法 ： 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进行对比研究 ， 或者将民族文化

与古典数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 。 如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薛德军 、 孙诺拉木运用 比较法对云

南藏族 、 纳西族服饰和居民建筑中 的数学文化进行 了对 比分析
？

。

学者们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所使用 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

实地测量法 访谈法、

３％ 文献研 去

田 野调查法 丨

观察法

３ ６％

■ 文献研究法 ■ 观察法 ， 田野调查法 比较法 ■ 实地测量法 ■ 访谈法

图 ５
－

５ 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的开 发 方 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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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 ， 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使用最多 的方法为观察法 ， 占到 了总体的 ３６％ ，

从少数民族外显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观察法挖掘数学元素较为容易 ， 但这也导致开发的数

学文化资源较为浅显 ， 大多数为民族文化中几何图案的挖掘 ， 很难挖掘到民族数学思想 、

数学方法等 。

其次田野调查法使用 的也比较多 ， 占到 了２８％ ， 使用此方法挖掘的数学元素来源于

真实生活情境中 ， 素材具有普遍性 ， 容易 引起学生的共鸣 。 但是学者们的 田野调查法程

度不同 ， 有的仅仅几天时间未能足够深入 民族地区 ， 大多数还是局限在浅层次的调查研

究 ， 为数不多的历时较长 ， 使得挖掘的数学元素更加全面 ， 例如贵州凯里学院的团队用

将近十年时间 ， 建立了包括
一

线数学教育工作者在 内 的科研团队 ， 对苗侗 民族地区的数

学文化进行 了研宄 。 相对于国 内而言 ， 国外研宄者在利用 田野调查法时 ， 花费的时间更

长 ， 参与研宄的对象较为齐全 ， 例如参与 ＭＣＣ 项 目 的成员有尤皮克长老 、 教师 、 社区

成员 、 管理人员和大学教员 ； 研究也更为深入 ， 不仅仅是局限在对文化群体中 民族数学

的挖掘 ， 还会讨论将知识 、 文化 、 语言和 日 常经验融入到学校数学教学中 的可能性 ， 为

弥合尤皮克的认知方式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提供新的见解 ； 能够扎根在某个文化群体

中 ， 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构建的层面 ， 但是国 内基于民族文化背景挖掘的数学元素比较

浅显 ， 数学思维和数学思想的数学文化资源就很少见 ， 将研究结果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就

更少了 。

通过文献研宄法收集数学文化资源使用 的也较多 ， 这类方法收集的数学元素主要来

源于民族数学史 、 天文历法 、 文学等 ， 这类数学元素有利于学生了解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 ， 继而进行传承 。 访谈法 、 实地测量法 、 比较法使用 的较少 ， 但值得
一

提的是 ， 由于

我国有很多地区是多 民族聚居 ， 同
一

班级学生的文化背景不止
一

个少数民族 ， 利用 比较

法研究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很有必要 ， 然而这类研宄很少 。 开发民族

数学文化资源的方法在
一

定程度上会对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丰富度和可信度有所影响 ，

因此研究者也应该重视开发方法的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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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研究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学教学情境大多来 自主流文化 ， 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背景相脱

离 ， 导致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下降 。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融入符合少数民族学生认知特点

的民族文化 ， 能够促进其在熟悉的情境中更好的学习数学 ， 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融入民

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编写 ， 将开发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学转化后 ， 供

一

线数学教师参考或用于数学课堂教学 。

本章节通过整理分析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 开发流程 、 开

发方法 ， 旨在研究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

第一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本小节在宏观层面上对各民族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献数量 、 案例

个数进行分类统计 ； 微观层面上对教学案例的文化体裁、 所属知识模块 、 民族文化融入

的教学环节 、 课型进行分类统计 。

一

、 各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献数量统计

表 ２ 各少数 民族融入 民族文化的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文献数量

｜

白族
｜

布依族
｜

傣族
丨

侗族
｜

景颇族
｜

哈尼族
｜

哈萨克族

文献数量 １ ５２８２ ２ Ｉ

￣￣

＾畲族 水族 维吾尔族
^

文献数量５ Ｉ １２４ Ｉ９

续表 表 ２ 各少数 民族基于 民族文化开发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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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
￣￣￣

｜

壮族

文献数量４

注 ： 苗族 、 侗族的 文献数量 包括一 本专著

由上表可知 ， 有 １ ５ 个少数民族基于 民族文化进行 了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 ， 相

比于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数量有所减少 ， 其中有 １ ０ 个民族只挖掘 了 民族

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 却没有将民族数学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学转化以用于教学实践 ； 此外 ，

即使是 己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少数民族 ， 开发案例的文献数量相 比于开发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的文献数量也非常少 。 可见我国现阶段对于将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

的研宄还主要停留在民族数学素材的挖掘层面 ， 对于案例编写的研宄较少 。

二 、 各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个数统计

表 ３ 各少数 民族融入民族文化的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个数
￣￣ ￣￣

｜

白族
｜

布依族
｜

傣族
｜

苗侗族
｜

景颇族
｜

哈尼族
丨

哈萨克族

案例数量４８５２６ Ｉ２ ２

ｔｏ＾
￣￣

维吾尔族 丽
^

案例数量Ｈ４３３ １ ３ １５ ８

本节对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进行统计 ， 重复的教学案例只记
一

次 ， 其

中 由于苗侗 民族的部分教学案例有所交叉 ， 因此进行 了共 同统计 ， 最终得到融入 民族文

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共计 １ ４ １ 个 。

由表中数据可知 ， 融入藏族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个数最多 ， 而这主要来

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科教学 （数学 ） 专业的硕士论文 ， 苗侗族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则主

要来 自于凯里学院编写的 《苗侗数学文化与数学情境教学 》
一

书 。 不难发现 ， 融入民族

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很少 ， 各少数民族数学教师在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方面可借

鉴的资源并不多 。

三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化体裁分析

本节通过分析 １ ４ １ 个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所选取的民族文化体裁 ， 得到的分析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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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图所示 ：

科学

节 日

卿
＾

ｒ
ｒ

２％ 日 常用 品

６％

■ 建筑 ■ 服饰 ■ 饮食 ？ 曰 常 用 品 ■ 语言 ■ 文字 ■ 艺术 ■ 宗教 ■ 风俗 ■ 节 日 ■ 娱乐 ■ 科学

图 ６
－

２ 融入 民族文化的 小 学数 学教学案例 的 文化体裁分析

由上图可知 ， 融入 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主要以服饰 、 建筑这两类物质文化

为载体 ， 占 比分别为 ２ ５％和 １ ９％
； 其次 ， 基于民族文化中 的艺术 、 娱乐 、 风俗幵发的

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占 比也较高 ； 但是 以语言 、 文字 、 节 日 为体裁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较

少 ； 而且没有 以科学为体裁开发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设计教学案例需要遵循
一

定的原则 ， 基于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也不例外 ，

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基础和智力发展水平 ， 教学案例应具有可读性 ， 所以在对民族数学文

化资源进行选择时 ， 服饰 、 建筑中 的数学元素
一

是 由于 已开发的素材本身就多 ，
二是相

比于其他文化体裁中 的数学元素对于学生来说简单易懂 ， 贴近学生生活 ， 所以这两类文

化体裁的数学元素选择较多 。 以科学为体裁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主要是少数民族的天文

历法 ， 这类数学文化对于学生来说晦涩难懂 ， 这也就使得
一

些文化体裁较难转化为教学

案例 。 而语言 、 文字 中蕴含的数学元素大多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对
“

数
”

的表示 ， 涵盖的

知识范围 比较少 ， 自 然转化为教学案例 的机会就 比较少 了 。 但是这不代表除 了服饰 、 建

筑体裁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就很难融入数学教学 ， 不同的数学知识对于不同文化体裁的

数学元素选择会有所倾向 ， 学者在选择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编写教学案例时 ， 还是要在遵

循开发的基本原则上 ， 尽可能地考虑融入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 多样性 ， 丰富数学教学中

的文化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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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所属模块分析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１ 版 ） 》 将数学分成四 个部分的课程 内 容 ： 数与代

数 、 图形与几何 、 统计与概率 、 综合与实践 。 将 １ ４ １ 个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

例按照所属模块进行整理分析 ， 所得结果如下图所示 ：

８ ０

７ ０
６８

６ ０

ＩＩ

： ＩＩ■ －
图形与几何数与代数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

图 ６
－

３ 融入 民族 文化 的 小 学数学教学 案例 所属模块分析

由上图可知 ， 在 图形与几何模块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数量最多 ，

其次是数与代数 、 统计与概率模块 ， 综合与实践模块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所 占的课时本就

少于其他模块的课时 ， 这也是导致在此模块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开发数量

不多 的原因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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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４ 各 民族融入 民族文化的 小 学数学教学案例 所属模块分析

通过对各民族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所属模块统计后发现 ，
１ ５ 个少数

民族都在图形与几何领域进行 了案例 的编写 ， 而且除维吾尔族之外 ， 其他民族在此模块

开发的教学案例数量最多 。 研究者大多将服饰 、 建筑中 的几何图案通过图片形式融入到

了教学案例 中 ， 知识点集中在平面几何图形的认识 、 图形平移 、 旋转 、 轴对称的几何知

识 中 ； 只有个别案例涉及 图形与位置方面的知识点 。

数与代数模块有 １ １ 个少数民族进行 了案例编写 ， 所涉及的知识点主要有万 以 内 的

整数 、 分数 、 百分数 、 负数的认识 ； 四则运算 中 的乘法口 诀 ； 比例 以及探索规律 。

统计与概率模块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 民族只有 ８ 个 ， 而且除藏族外

其他民族开发的数量都为 １
？２ 个 ， 大多数 以建筑 、 服饰上选取的数学元素为民族文化素

材进行 了 收集和整理数据的案例编写 ， 或者将游戏 中 的数学融入统计 、 随机现象发生的

可能性的教学案例 中 ， 值得
一

提的是 ， 中央民族大学杜丹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 ， 基于

藏族饮食 （农作物 ） 中 的数学文化设计 了与统计图表有关的数学教学案例 ， 不仅选取的

文化体裁相 同 ， 而且涉及的知识点前后有所衔接 ， 利于学生学习
Ｔ

。

综合与实践模块只有怒族 、 侗族和 白族 ３ 个少数民族进行 了案例开发 ， 此模块所 占

课时虽然很少 ， 但可 以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 最需要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情境 ，

① 杜丹阳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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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 对仅有的教学案例进行分析 ： 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尤文杰等人

以怒族旅游文化中 的石月 亮山为素材 ， 创设了用旗杆高度 、 学生手拉手长度估计月 亮山

高度的 问题情境 ， 以身边的现实素材为例让学生进
一

步感知数据
？

。 罗红梅以侗族服饰

为教学素材 ， 让学生在民族服饰中搜集几何图案 ， 并通过轴对称变换的数学知识创作完

成刺绣作品 ， 这样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 学生能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 提高创新

能力 ， 还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杨玉聪则是通过活动课的形式 ， 让学生

从 白族传统的数数方法、 数学故事 、 歌谣 、 游戏中探索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思想 ， 对 曰 常

生活中 的数学 问题 、 数学思想进行挖掘 ， 提高学生的民族 自 豪感
？

。 在笔者看来 ，

“

综

合与实践
”

模块的这几个案例设计都有瑕疵 ，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 版 》 提到在

“

综合与实践
”

的学习活动中 ， 学生需要将
“

数与代数
”“

图形与几何
” “

概率与统

计
”

三个模块中 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以解决问题
？

，

“

实践
”

就是要求学生 自主参与 ，

可见这几个案例综合性并不强 ； 此外还需要学生经历发现问题 、 将生活问题进
一

步抽象

为数学 问题 、 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设计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 从而帮助学生积累利用数学

知识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的经验 ， 这几个案例的设计有点儿简单 ， 并未体现过程性 ， 未能

达到
“

综合与实践
”

课的初衷 。 此模块的案例设计有所难度 ， 研宄者或教师可以扎根少

数民族的生活实际 ， 选取有价值的 、 与课程内容知识相关联的生活问题进行融入 。

五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堂的教学环节分析

数学课堂中不同的教学环节对学生思维培养的 目 的有所不 同 。 新课引入环节的 目 的

是为 了唤起学生的注意力 ， 激发其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兴趣 ， 己开发的融入民族文化的小

学数学教学案例 ， 民族文化就大多集中在新课引入的教学环节中 ， 教师如果想激发学生

学习新知识的兴趣 ， 除了在新课引入环节 ， 也可 以在章节 引 言介绍中适当融入民族文化 ；

一

部分教学案例选择在新课讲授环节通过情境创设融入民族文化 ， 然而在概念形成 、 逻

①罗红梅 ，夏小刚 ．谈侗族服饰文化如何走进数学课堂——从侗族背带心的数学文化基因说起 ［
Ｊ
］

．凯里

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２

，
３０

（
０６

）
：  １ ５６

－

１ ５９ ．

②尤文杰 ，倪君 ，何禾 ，
张晓飞 ．怒族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的应用 ［

Ｊ
］

．数学学习 与研究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

１ ０７＋ １ ０９ ．

③杨玉聪 ． 白族民俗数学融入小学数学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
Ｄ

］
．云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④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Ｍ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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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理 、 总结归纳的教学环节中应该谨慎使用 民族文化 ， 不然会对学生注意力的集中 、

数学思维的培养造成反作用 ； 为了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 可 以将民族活动中

的实际问题进行改编 以融入到数学的实际应用 、 习题环节中 ； 为了增加学生对民族数学

文化的 了解 ， 则可 以依据人教版教材的设置 ， 在
“

读
一

读
”

或者课堂小结环节中融入与

教学内容相关的民族数学文化供学生 了解 ， 还可 以起到知识升华的作用 ， 例如中央民族

大学的杜丹阳 、 张淼为了让学生了解藏族文化还特意设计了
“

卓玛小课堂
”

环节 。 并不

是所有教学环节都适宜融入民族文化 ， 针对不同的教学 内容 ， 教师应选择合适的教学环

节融入民族文化 ， 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习 的 目 的 。

中央民族大学的杜丹阳在将藏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案例时 ， 并不是像大多数案例那

样 ， 只选择某
一

个教学环节进行文化融入 ， 例如其在 《条形统计图 》 的案例 中 ， 将青稞

种类的介绍融入了新课引入环节 ， 让学生以课外活动的方式收集四年级某班每户学生家

里的粮食品种数据用于新课讲授环节 ， 其次在课堂练习环节 ， 由于人教版的习题情境与

藏族学生相离较远 ， 难以 引起学生兴趣 ， 因此以不同种类青稞的数量作为素材进行知识

应用 ， 最后在
“

卓玛小课堂
”

环节介绍 了青稞种类中 的元素 ， 旨在为后续藏族文化背景

融入数学教学做铺垫
？

。

“

青稞
”

贯穿 了整个教学环节 ， 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相关 ， 不

仅如此 ， 其开发的教学案例都是 以青稞为数学素材 ， 连续性和系统性兼具 。 教师在将 民

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时 ， 可 以参考此案例将民族数学文化资源滲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

但也要注意融入的深度和时机 。

六 、 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课型分析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也需要考虑与课型相结合 ， 己开发的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

学教学案例的课型大多数属于新授课 ， 这是 由于研究者发现教材中 的背景与学生实际生

活相差较远 ， 将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融入新授课 ， 可降低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难度 。 除

了在新授课中融入民族文化 ， 还可以尝试在习题课中融入民族文化 ， 选择合适的 民族数

学文化或者生活实际 问题改编为数学习题 ， 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 、

对数学知识进行应用 ， 而且有助于学生 了解并传承民族文化 ，

？ 其次在活动课中也可 以融

①杜丹阳 ．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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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族文化 ， 与学生实际生活背景不符的活动课不利于学生开展进而获得数学活动经验 ，

而贴近学生生活背景的活动课不仅利于开展 ， 学生还能够亲身感受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

系 ， 获得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 问题的满足感 。

第二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

笔者研宄发现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可总结为 ： 挖掘和整理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和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案例编写 、 实

证检验 。

一

＼ 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第
一

阶段通过文献研究法 、 田野调查法等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 在这

一

阶段 ， 研宄者对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进行挖掘时所使用 的方法会对数学素材的质量

有所影响 ， 现有的数学元素不仅在文化体裁的选取上较为单
一

， 而且多为外显的数学元

素 ， 像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 、 数学思想方法 、 数学思维这类 内隐的 、 精神层面的数学元素

则很少 。 民族文化中隐含的数学思想和教师在教学中使用 的会有所差距 ， 因此文化群体

在 日 常生活中经常使用 的数学观点 、 数学思维也应该得到重视 ， 若能正确处理这类数学

素材则能更好地解决学校数学与学生生活背景相脱离的文化偏向 问题 。

二 、 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第二阶段需要对教学 内容和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进行选择 。 并不是所有教学 内容

和教学情境都能融入民族数学文化 ， 由于编写的教学案例大多依靠原有的数学教材 ， 民

族数学文化替换的应该是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脱离 、 不利于学生理解的数学情境 ， 对融入

的教学 内容也应有所选择 ， 像在认识真分数 、 假分数等的概念教学 内容中就不适合融入

民族文化 ； 对于数学元素的选择 ， 首先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要体现正确的价值观 、 有

教育价值 ， 同时为 了体现义务教育课标提出 的
“

呈现的素材应该贴近学生现实生活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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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选择的文化素材应具有真实性 ， 符合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学生的真实生活 ； 考虑到

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智力发展水平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选择和呈现方式应该遵循可接

受性的原则 ， 方便学生理解 。

三 、 案例编写

在这
一

阶段 ， 研宄者对案例的编写都应该遵循
一

定的原则 。 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淼提

出基于 民族文化编写的教学案例应遵循
“

系统性
”

和
“

连续性
”

， 为了体现义务课标中

的
“

过程性
”

和
“

整体性
”

， 可以把民族文化素材和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组合 ， 同类民

族文化素材可 以 出现在 同
一

知识体系 中从而加深学生对整体数学知识体系 的认识
？

。 同

时在进行案例编写时 ， 对民族文化所融入的课型 、 教学环节也都应有所选择 。 其次在多

个少数民族混合的班级中 ， 不 同 民族的文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使用 ， 这个 问题并没有

研究者注意到 。

四 、 实证检验

目 前研究者对教学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的
一

种方法是田野调查法 ， 例如中央民族大学

的张淼 、 杜丹阳选取了不同的学校 ， 对被调查的藏族
一

线数学教师进行案例解读之后 ，

对教师从文化角度 、 教学角度 、 数学知识角度进行 了 问卷调查和访谈 ， 以检验案例的合

理性和适用性
？

； 中央民族大学的赵晨则是通过对教师的访谈 ， 寻求藏族
一

线数学教师

对案例的建议以及对编排方式和所选情境的看法
？

；
云南师范大学的杨玉聪选取了 四所

小学的 四位教师对编写的案例进行 了实际教学 ， 之后对教师和学生进行 了 问卷调查 ， 但

调查 目 的主要是对 白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态度和评价 ， 而不是对所编写教学案例适用

性的检验
？

。 反观国外的实证检验 ， ＭＣＣ 项 目在编写完教学案例后 ， 除 了请尤皮克长老

对其中 的民族数学文化提 出建议 ， 进行修改 ， 还会请学生参与 ， 看案例 、 模式和基于文

①张淼 ．基于藏族文化背景的小学数学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研宄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②杜丹阳 ．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③赵晨 ．藏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杜丹阳 ．文化融入藏区小学数学
“

统计与概率
”

的教学资源开发研

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图形与几何
”

的教学案例开发研究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２０ ．

④杨玉聪 ． 白族 民俗数学融入小学数学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
Ｄ

］
．云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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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数学方法是否对学生有意义 。 我国在利用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时 ， 也可 以对少数民族关心教育的长老进行民族文化正确性的调查 。

另
一

种方法是 中央民族大学的拉毛草首先通过对教师的访谈论证 了藏族文化融入

小学数学教学的操作性和合理性 ， 并对其 中两个教学案例实际教学后进行了课堂实录 、

按照孙亚玲教授提出 的课堂有效性评价制作的观察量表 、 学生作业的反馈三方面进行了

教学实践 ， 并从学生学习 的维度 、 教师课堂教学的维度 、 课程性质 的维度 、 课堂文化的

维度对藏文化融入数学课堂进行 了综合分析 ， 实证性检验的维度非常全面 易亚丽还

提 出在民族数学文化的视角下 ， 可 以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 出发进行教学评价
？

，

这些都可 以借鉴 。

尽管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在不断增多 ， 但少有研宄者会对已开发的数

学教学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 案例的使用效果如何 ， 如何构建评价体系还有待进
一

步研宄 。

第三节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方法

学者们基于民族文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方法大多数是根据 吕传汉 、 汪秉彝教

授提出 的数学
“

情境一问题
”

的教学基本模式 ， 按照
“

创设数学情境一提出数学问题一

解决数学 问题一应用数学知识
”

进行案例编写
？

。 例如贵州凯里学院基于苗侗族数学文

化开发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方法为
“

创设数学情境一提出数学问题一解决数学问题一教

学建议
” ？

。 此方法将民族数学文化编写成了数学情境 ， 形成 了 以提出数学 问题 、 解决

数学问题为纽带的教学案例 ， 这对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有所帮助 。

云南师范大学的杨玉聪在其硕士论文中 ， 将 白族民俗数学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采

用的方式则是借鉴了汪晓勤教授关于在数学教学中运用数学史的方式 ： 附加式 、 复制时 、

顺应式和重构式
？

。

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淼提出运用 替换法将原有数学课程 内 容中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

①拉毛草 ．基于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及其实践研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２０ ．

②易亚利 ，
宋乃庆 ，付天贵 ．用数学文化推动少数 民族数学教育发展的思考

——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培育 的视角 ［
Ｊ
］

．数学教育学报 ，
２０ 丨 ９

，
２ ８

（
０３

）
： ８３

－８７ ．

③ 吕传汉 ，
汪秉彝 ．论中小学

“

数学情境与提 出 问题
”

的数学学习 ［
Ｊ
］

．数学教育学报 ，
２００ １

（
０４

）
：９

－

１ ４ ．

④罗永超 ．苗侗数学文化与数学情境教学
［
Ｍ

］
．北京 ： 民族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⑤杨玉聪 ． 白族民俗数学融入小学数学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
Ｄ

］
． 云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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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知识点背景换为学生们熟悉且常见的数学情境 ， 或者是运用附加法在原有的数学课

程中增加介绍藏族文化的
“

卓玛小课堂
”

模块 ， 帮助藏区学生了解藏族文化 ， 获得民族

自豪感
①

。

而中央民族大学的拉毛草在其硕士毕业论文 中则是基于 Ｂ ｉ ｓｈｏｐ 文化法课程的原则 ：

代表性 、 形式化 、 可及性 、 解释力 、 广泛性和基础性 以及要素对基于藏文化的数学教学

案例进行 了设计
？

。

纵观所有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在融入方法上存在生硬粗浅的 问题 ，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
一

线教师应避免只是为了融入民族数学文化而融入 。

①张淼 ．基于藏族文化背景的小学数学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研宄 ［
Ｄ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②拉毛草 ．基于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及其实践研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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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分别 以 １ ８ ３ 篇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相关文献和 １４ １ 个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

数学教学案例为研究对象 ， 对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

例的开发现状进行 了研究 ，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

一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作为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前提条件 ， 本文首先对 民族文

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进行 了研宄 ， 发现此类研究存在共性 。

（ １ ） 有待开发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的少数民族较多

目 前基于民族文化挖掘数学元素的少数民族 已有 ２５ 个 ， 不足半数 ， 还有 ３０ 个少数

民族地区没有进入数学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 待开发的民族较多 。 此外少数民族数学文化

资源开发的相关文献数量与人 口数量的相关性较低 。

（ ２ ） 少数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总体呈上升趋势

本文收集到的 １ ８３ 篇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论文 ， 发表年份的时间跨度为

１ ９９３ －２０２０ 年 ， 总体呈上升趋势 ， 说明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研究正 日益受到重视 。

（ ３ ） 民族文化中 已开发的数学元素所依托的文化体裁较为单
一

民族文化中 己开发的数学元素的文化体裁比较单
一

， 大多局限在外显性的物质文化

中 ， 忽视了精神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主要 以服饰 、 建筑这两类物质文化为载体 ， 而语言 、

文字 、 科学 、 艺术 、 宗教 、 节 日 、 娱乐等精神文化体裁所 占 比例很少 ， 此外 ， 关于民族

数学思想 、 民族数学方法的挖掘很少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还需要进
一

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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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 。

（ ４ ） 已开发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在知识模块上分布不均

己开发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在知识模块上分布不均 ， 以图形与几何的挖掘为主 ， 以

数与代数的挖掘为辅 ， 而概率与统计部分的数学文化资源 占 比很少 。

（ ５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较为全面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主要有 ： 文献研究法 、 田野调查法 、 观察法 、 实地

测量法、 访谈法和比较法。 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为观察法 ， 使用此方法开发的数学文化

资源较为浅显 ； 其次田野调查法使用 的也比较多 ， 此方法挖掘的数学元素来源于真实生

活情境中 ， 素材具有普遍性 ； 而实地测量法 、 访谈法和 比较法使用 的则很少 。

二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本文为研究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现状 ， 宏观层面上对各民族融

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文献数量 、 案例个数进行了分类统计 ； 微观层面上对

教学案例的文化体裁 、 所属知识模块 、 民族文化融入的教学环节 、课型进行了分类统计 ，

并对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流程和方法进行 了总结分析 。

（ １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较少

有 １ ５ 个少数民族基于 民族文化进行了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的开发 ， 相 比于开发民族

数学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数量有所减少 ， 其中有 １ ０ 个民族只挖掘 了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

元素 ， 却没有将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学转化以用于教学实践 。 可见我国现阶段对

于将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 民族数学素材的挖掘层面 ， 而

案例编写的研究较少 。

（２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文化体裁较为单
一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主要 以服饰 、建筑这两类物质文化为载体 ； 其次 ，

基于 民族文化中 的艺术 、 娱乐 、 习俗开发的案例 占 比也较高 ； 但是以语言 、 文字 、 节 日

为体裁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较少 ； 而且没有 以科学为体裁开发的教学案例 。

（３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在知识模块上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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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形与几何模块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最多 ， 其次是数与代数 、 统计

与概率模块 ， 而综合与实践模块由于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所 占的课时少于其他模块的课时 ，

因此该模块开发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数量最少 。

（ ４ ）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较为固定

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开发流程可总结为 ： 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中的

数学元素 、 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和 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 、 案例编写 、 实证检验 ， 但少

有研究者会对已开发的数学教学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 案例的使用效果如何 ， 如何构建评

价体系还有待进
一

步研宄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通过对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现状和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开发

现状的研宄 ， 本节将基于国 内此类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从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 、

选取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方式三方面对如何有效地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

数学教学案例提出建议 ， 并对教学中如何使用 民族文化中 已开发的数学元素以及融入民

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也提出 了建议 。

一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建议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作为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前提 ， 国 内研宂虽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 ， 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 ， 笔者对我国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提 出 以下建议 ：

（ １ ） 应引起待开发少数民族的足够重视

目 前我国还有 ３ ０ 个少数民族未进行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 ， 相关研究者可 以参

考己有少数民族对数学元素的挖掘工作 ， 尝试在待开发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挖掘数学元素 ，

有利于丰富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素材库 以及相关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

（ ２ ） 丰富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体裁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不应局限在外显的物质文化中 ， 在 民族文化中挖掘数学

元素时 ， 要注意从不 同的文化体裁中 多侧面地进行挖掘 ， 增加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 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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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此外研究者应重视少数民族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与学校数学存在关联或差异的 民族

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 这类数学元素更有利于弥合学校数学和民族数学之间的差距 。

（ ３ ） 针对性地使用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方法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开发方法会影响数学元素的质量 ， 在开发不同文化体裁的数

学元素时需要选取相应的开发方法 ， 例如挖掘服饰 、 建筑中较为外显的数学元素可 以采

用观察法 、 实地测量法 ， 而娱乐 、 风俗等文化体裁中不易被发现的数学元素则可以采用

田野调查法 ， 此外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方法还有待更加深入 。

二 、 民族文化中数学元素的选取建议

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需要选取合适的 民族数学文化素材将之转

化为教学形态的数学 ，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众多 ， 对于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选取应该

注意 以下几点 ：

（ １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选取应具有普遍性

民族数学文化素材的选取对于当地学生来说应该具有普遍性 ， 要尽可能地贴近学生

的真实生活情境 ， 只有这样的数学元素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 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

体验与理解 、 思考与探索 。 假如选取的民族数学文化素材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差较远 ，

相对于学生的现实生活而言 比较陌生 ， 反而会阻碍学生的学习 。

（ ２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选取需要兼顾数学教材

将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的主要 目 的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数学学业水平 ，

进而提高民族数学的教育质量 ， 因此 ， 不可脱离数学教材 ， 需要注重数学知识与学生文

化背景的联系 。 民族数学元素的选取兼顾数学教材中 的知识点 、 课标要求等才能对学生

的学习提供帮助 。

（ ３ ） 多侧面地选取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文化体裁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 而现有的教学案例从民族

文化中选取的数学元素大多局限在建筑 、 服饰等外显的物质文化中 ， 而精神文化 （ 艺术、

习俗、 传统 、 节 日 ） 中的数学知识 、 日 常生活中 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由于不易挖掘或

缺乏系统性等 ， 往往得不到重视 。 多侧面地选取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不仅利于提高学生的

民族 自 豪感 ， 而且对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很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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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方式

（ １ ） 将民族文化融入国家统编的数学教材中

目 前 ， 我国对于 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程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民族文化融入国家

统编的数学教材方面 ， 学者们试图用此方式解决民族文化背景和数学学习情境相脱离的

现状 ， 这
一

方式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数学学业水平 。 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大多

数作为 问题情境素材编写成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只是融入数学教材中 的数学元素较为浅

显 ， 可 以尝试将少数民族文化中 的数学思想 、 数学方法渗透进数学教学中 ， 这对民族数

学素材的选取以及融入方式要求较高 。

此外也应该尝试在不同的课型中融入民族数学文化 ， 例如在新授课中用 民族文化素

材替代学生不熟悉的数学情境 ； 在习题课中将民族文化素材编写为数学 问题进行深层次

的数学应用 ，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 在活动课中 ， 无论是需要调查统计的事物或是要

解决的数学 问题 ， 都尽量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民族数学文化素材 。

（ ２ ） 开发民族数学建模

可以将民族数学文化迁移到数学建模中 ， 让学生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少数民族

地区人民现实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 ， 旨在让学生通过对数学定理 、 数学公式等的应用体会

到数学奥妙 。 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民族文化背景迁移到数学建模中 ， 这对学生思维能力 、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都有很大帮助 。

（ ３ ） 开发民族数学文化专著

依托民族数学文化素材编写专著 ： 介绍 民族的数学发展史 ； 按照体裁类型介绍本民

族己有的数学文化素材 ； 对于多 民族地区则可在不同民族间进行数学文化的对比研宄 。

这
一

类型的专著可 以作为教师的素材库用来提高教师的 民族文化素养 ， 也可作为学生的

数学读物 ， 使学生更加 了解本 民族的文化 ， 增强民族 自 豪感 ， 同时对于保护民族文化 ，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

（ ４ ） 开发民族数学文化校本课程

民族数学文化有其特殊的教育价值 ， 考虑到此 ， 学校可依托课程标准开设人文类的

民族数学文化校本课程 。 这类课程可以将民族数学文化素材 以 同
一

体裁或者 以知识主题

单元的形式进行设计供学生学习 ， 也可 以社会调查活动为主 ， 调动学生对于民族数学文

化学习 的积极性 ， 鼓励学生探索 、 收集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 在实践活动中 了解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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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 多样性 ， 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

四 、 教学中如何使用民族文化中已开发的数学元素

笔者对民族文化中 已开发的数学元素进行整理 ， 依托人教版教材的 内容 ， 首先从数

学知识角度按照数与代数 、 图形与几何 、 统计与概率 、 综合与实践四个部分进行教育学

转化 ， 将各民族已开发的数学元素与适用主题 、 知识点
一一

对应进行统计 ， 其次从每
一

知识模块的知识点方面对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文化体裁 、 开发情况做 了详尽的统计 。

此外针对不同的知识点还提出 了 民族文化融入小学数学教学的建议 。

考虑到我国有很多地区是多 民族聚居 ， 教师面对的班级学生可能来 自 不同的民族 ，

因此将民族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 需要考虑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共生的复杂社会背景 ， 注意

不同 民族、 不同文化之间 的关联性和平等交流 ， 本节能为民族地区
一

线数学教师进行素

材选择时提供方便 ， 也有利于教师进行不同 民族之间数学文化的对 比研究 （具体的 民族

数学文化资源见附录 ） 。

（ １ ） 数与代数

按照义务课标中对小学数学阶段课程 内容的分类 ， 小学
“

数与代数
”

的主要 内容有 ：

数的认识 、 数的运算 、 常见的量 、 式与方程以及探索规律 。 已有的小学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在
“

数与代数
”

模块知识点分布情况如下 ：

表四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在
“

数 与 代数
”

部分的分布

Ｉ

开发的民 Ｉ

开发的民
知识点人教版所对应章节文化体裁

族数量族数量

ｉ

—

年级上册Ｓｍ２

数的认识 整数的认识１
？

５ 的认识、 ６
－

１ ０ 的认 １ ７
＾

＾ ３

识 、 １ １
？２０ 的认识 ；Ｗ ３

￣￣

４

４５



续表 表 四 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在
“

数与 代数
”

部分的分布

Ｉ

开发的 民 Ｉ

开发的民
知识点人教版所对应章节文化体裁

族数量族数量

一

年级上册Ｒｉ７

整数的认识 １
？

５ 的认识 、 ６？ １ ０ 的认 １ ７

语言９

识 、 １ １
？２０ 的认识 ；

数的认识＾ ｉ

三年级上册 ｉ

分数的认识 、 ８

分数的初步认识语言２

＾

Ｍｌ４

三年级下册 ： 小数的初 １

小数的认识 步认识 ； 四年级下册小３天文历算２

数的意义和性质
＾

Ｍｌ １

负数的认识六年级下册 ： 负数 ３ｍ ３

Ｍｌ Ｉ

数的估计四年级上册 ４

文字２

？３

数的认识

比的认识六年级上册 ： 比 １ ０建筑 ５

曰 常用 品 ｉ

２ ７＾ ３

＿
—

年级上册 ： 摆
一

摆 ，瓦运 １ 〇

数的表不 １ １

想
一

想语言２

￣

ｉ

｜

加减法
一

年级上册 、 下册 ５Ｍｌ ５

整数
服饰 １

的四

数的运算乘除法二年级上册 、 下册 ６风俗２

则运

艺术 ３

算
应用 ３Ｗ １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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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 四 民族数学 文化资 源在
“

数 与 代数
”

部分的分布

Ｉ

开发的民 Ｉ

开发的 民
知识点人教版所对应章节文化体裁

族数量族数量

的四
应用 ３建筑 １

则运
数的运算

算

小数的四则四年级下册
２艺术２

运算小数的加减法

＾
－

三年级上册 ： 时 、 分 、 

时间单位 １ ０科学５

秒 
语言 １

常见的量
二年级下册重量单位 ：

重量单位克和千克 ；
三年级上册 １ ２风俗 １ ２

重量单位 ： 吨 。

五年级上册
探索规律 １娱乐 １

植树冋题


从知识角度来看 ， 数与代数模块 ， 在数的认识、 数的运算 、 常见的量 、 探索规律中

都有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开发 ， 式与方程部分需要用生活中的数学 问题编写情境 ， 而现

有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缺乏对 日 常生活中数学 问题的关注 ， 因此此部分没有直接的民族

文化资源可融入 ， 但是教师可 以借鉴中央民族大学张淼设计的教学案例 ， 由于藏族进行

身体测量时需要进行单位换算 ， 而身体测量单位表示 比较复杂 ， 从而引 出 了用字母表示

数的知识
？

。

１ ． １ 数的认识

？
张淼 ．基于藏族文化背景的小学数学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研究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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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 １ 整数的认识

在整数的认识部分 ， 开发的 民族数量最多 ， 数学元素的文化体裁也最丰富 。 其中 以

少数民族语言 、 文字中对基数词 、 序数词的表示为主 ， 这类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可通过课

外知识延伸供学生学习 了解 ； 以及 由于多数少数民族对于特殊数字的信仰 ， 在风俗和建

筑 、 服饰中 的 图形数量上都有所体现 ； 这些数学元素都可 以融入到整数的认识 、 用数表

示物体的个数 （数
一

数 ） 教学中 ， 目 的是通过学生熟悉的数学素材帮助学生建立数感 ，

运用数学来表示身边的事物 。

１ ． １ ． ２ 分数的认识

分数的认识中 的数学元素 ， 都是少数民族在 日 常生活中 由于分东西的需要会有分数

的概念 ， 只有分数的概念表示 ， 融入数学教学价值不大 ， 是此方面民族数学素材较少的

原因 。 教材选用 的情境为将
一

个月 饼分给几个小朋友 ， 把月饼抽象成圆形进行分割从而

认识分数 。 实际可以把民族 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平均划分 问题作为教学情境 ， 少数民族生

活中 的很多几何图形是平均分割的 ， 也可以作为分数学习 的素材 ， 让学生 了解可 以用分

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

１ ． １ ． ３ 小数的认识

小数部分的数学素材非常少 ， 藏族文字中有 ０ ． １

－

０ ．９ 特定的写法 ， 很多少数民族如

布依族对于小数只有模糊的概念 ； 藏族天文历算中有关于小数和分数的记载 ， 而且有小

数和分数之间的互换 ； 在彝族天文计算中也有小数的记载 ， 但是天文历算中的数学元素

对学生来说 ， 难度太大 ， 不适宜融入数学教学 。 小数的初步认识中 ， 大多可以与分数互

化 ， 因此可选择与分数认识有关联性的数学元素 ， 如少数民族生活中平均分割的几何图

形进行 民族文化融入 。

１ ． １ ． ４ 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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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中没有负数的概念和表示方法 ， 只有部分少数民族有支出 、 亏 、

欠 、 失去 、 减少等这样对负数的初步观念 ， 例如黎族 、 水族等 ， 此类数学元素融入负数

的初步认识意义不大 ； 哈萨克族会用红黑筹表示正负数 ， 人教版教材中的
“

你知道吗
”

就有提到 。

１ ．１ ． ５ 数的估计

少数民族有对数的估计的概念以及对数量进行估计的表达 ， 称之为概数或约数 。 如

水族 日 常生活中有估计的思想 、 哈萨克族 、 维吾尔族有用基数词对数量大致估计的表示 、

藏族用大约 、 左右
一

类的词表示概数 ， 这类数学素材可在新课引入中进行运用 。

１ ． １ ． ６ 比的认识

民族文化中有很多特殊的 比例 ， 工艺品 、 建筑 、 服饰中 的黄金分割很常见 ， 人教版

数学六年级上册 比的认识
一

节中 ， 在
“

你知道吗
”

环节有关于黄金比的介绍 ， 民族文

化的黄金比这
一

类数学元素可 以替代原有的素材 ； 六年级下册在 比的基础上学习 比例知

识 ， 学生需要抓住两个比的 比值相等的本质 ， 可以让学生对按照
一

定比例缩小的民族数

学素材进行 自行测量或者在课后延伸 中供学生了解 ， 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 以

及增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美学的认同感 。

１ ． １ ． ７ 数的表示

一

年级上册的
“

数学乐 园
”

： 摆
一

摆 、 想
一

想一节 ， 人教版选择在各数位上用小圆

形卡片表示数字 ， 旨在让学生更加直观地认识数位以及深刻理解各数位上的数字表示的

意义 。 而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中 己有 了数位的概念或 己积累 了独特的计数方法 ， 这类数

学文化资源可 以通过活动课 ， 让学生利用 民族文化中 的计数方法摆
一

摆对数进行表示 ，

体验本民族创造的计数方法 ， 让学生了解先 民的智慧 ， 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 。

１ ． ２ 数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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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１ 整数的四则运算

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 日 常生活的需要会产生加减法运算 ， 例如佤族 、 黎族 、 傣族 、

彝族 、 藏族都有初级加减法运算 ， 其他 民族也应注意此类素材的挖掘 。 此外少数 民族

１ ０ 进制计数法与数学教学中的进位加法本质相 同 ， 而像布依族进行加法时对数位上的

数字依次从高到低进行相加 ， 这与学校数学的加法正好相反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除了可

以作为素材融入教学 ， 对于让教师认识到 民族数学和学校数学的差距也有重要作用 ， 教

师在教学中应重视此类差距的弥合 。

布依族 、 景颇族等少数 民族的乘法
一

般转化为加法运算 ， 而哈萨克族 、 维吾尔族 、

苗侗族用
“

某数的倍数
”

表示乘法 ； 布依族、 景颇族 、 哈萨克族 、 维吾尔族、 苗侗族的

除法运算体现在平均分配东西时 ， 但
一

般转化为减法进行处理 ， 这与乘除法的本质意义

相符 ； 个别少数民族还有乘法 口诀的体现甚至是运算律 ； 这些都可以在数的运算活动课

中供学生了解 ， 让学生感悟民族数学中数的运算与数学教育 中数的运算的差别 。 数的运

算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 因此在数的运算的习题中还可 以设计贴近民族生活背景的数学问

题 。

１ ． ２ ． ２ 小数的四则运算

人教版在五年级上册学习小数的四则运算 ， 大多数少数民族 由于只有小数的初步观

念 ， 没有明确表示 ， 因此民族数学中有小数四则运算的少数民族寥寥无几 。 苗族的开亲

歌里 由于将
一

两换算成了十钱 ， 因此歌词 内容里有关于小数四则运算的表述 ； 彝族的天

文计算 中有小数的四则运算 ， 能融入小数四则运算教学 中 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很少 。

１ ． ３ 常见的量

少数民族由于生活传统或生产实践的需要 ， 对年月 日 等时间单位的规定与教材中 国

际时间单位的规定 、 换算方法不
一

样 。 很多少数民族在 日 常生活 中创造 了度量衡 ， 其中

包括重量单位的规定 ， 大多数 以容器的容积进行重量的估计 。 若少数民族 日 常生活中还

会用到传统的重量测量方法 ， 则可 以组织活动教学让学生感知少数民族创造的重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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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重量单位之间的换算 ， 让学生认识到传统测量方法不够准确 ， 同时加深学生对新

知识的兴趣和感知 。

１ ． ４ 探索规律

现有可融入数与代数中探索规律的 民族数学元素较少 ， 傣族槟榔树的种植 、 磨盘宴

的桌椅摆放都讲宄等距 ， 可 以融入探索规律 （植树问题 ） 的教学中 。

（ ２ ） 图形与几何

按照义务课标中对小学数学阶段课程 内容的分类 ， 小学
“

图形与几何
”

的主要内容

有 ： 图形的认识 、 图形的测量 、 图形的运动 、 图形与位置 。 已有的小学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在
“

图形与几何
”

模块知识点分布情况如下 ：

表五 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在
“

图 形 与 几何
”

部分的分布

｜

开发的 民族 ｜

开发的民族
知识点文化体裁

数量数量

长方体 、 正方体、 圆柱 、 ２ １

球 、 长方形 、 正方形 、 三
＾

？ １ ６

图形的认识 ２３

角形 、 圆形 、 平行四边形 、艺术 １ ０

线 、 面 、 角的认识Ｍｌ １ ０

长方体、 正方体 、 圆 曰 常用 品 １ ０

图形的 柱 、 球 、 长方形 、 正方形 、
＾

Ｍｌ ３

２３


认识三角形 、 圆形 、 平行四边
饮食２

形 、 线 、 面 、 角的认识

１ ６

图形的测量面积 １ １

体积 ９

图形的运动平行 、 旋转 、 轴对称２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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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表五 民 族数 学 文 化 资 源在
“

图 形 与 几何
”

部分的 分布

Ｉ

开发的 民族 Ｉ

开发的 民族
知识点文化体裁

数量数量

＾ ５

＾

？ １

图形的运动平行 、 旋转 、 轴对称２ ３
＾

Ｍｌ １ ２

曰 常用 品 １

＾

释 １

图形与位置 ２＾ ２

几何图案是少数民族追求美的
一

种体现 ， 是 民族文化中 的瑰宝 ， 在对 民族文化中 的

数学元素进行挖掘 的少数 民族中 ， 仅有朝鲜族和佤族没有 图形与几何领域的数学元素 ，

这两个少数民族只有
一

篇开发民族数学文化资源的文献 ， 开发工作并不全面 。 图形与几

何部分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大多集中 在建筑 、 服饰 、 工 艺 品纹饰 图案上的平面几何图形

认识和 图形的平移 、 对称 、 旋转变换 中 。 立体几何 、 点 、 线 、 面认识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

源较少 ， 图形与位置方面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仅有壮族的花 山岩方位图和藏族用坐标表

示佛塔各部位位置 。

对小学阶段人教版图形与几何领域的知识进行梳理发现 ， 图形的认识在此模块 占很

大
一

部分 内 容 。 学生需要经历层层递进 、 从静态到动态的 图形认识 ， 从直观认识立体 图

形 ， 到认识平面 图形 ， 再到对立体 图形特征 （ 展幵与折叠 ） 的认识 ， 学生对 图形的认识

需要做到 ： 从实物 中抽象 出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 ， 民族数学文化 中 的图形元素可 以贯穿

小学数学 图形与几何领域的整个学习 中 。 少数 民族生活 中有非常多 的平面图形 以及立体

图形 ， 用 富有 民族特色的 图形学 习 几何知识 ， 也是数学教学情境贴近生活现实的直观表

现 。

小学数学的 图形与几何领域 ， 除 了 图形的认识 、 图形的运动之外 ， 图形 的测量也很

重要 ， 这其 中包括长度单位 、 面积单位 、 体积 中位 、 平而几何图形的面积计算 、 立体几

何的体积计算 ， 而少数民族在 ｎ 常生活 中也 己经形成 了 图形测量方面的数学文化 ， 这些

数学文化有的和主流数学文化相通 ， 有的则不 Ｍ ， 课堂上学习 的数学知识与 日 常生活 中

的 己有认知冲突 ， 也是造成学生学 习 闲难的原 ｗ 。 因此 Ｙ ｊ

■

必要整理少数民族有关 图形测

量方面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在知识学 习过程 中 ， 让学生感受民族数学文化与主流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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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联系与 区别 ， 更好地接受新知识 。

（ ３ ） 统计与概率

以下是各民族在统计与概率模块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表 六 各 民族数学 文化资源在
“

统计 与概率
”

部分的分布
￣￣ ￣￣

｜

文化体裁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ｍｍＭｌ游戏猜猜调

倒指码 （儿童用手指进行猜拳代替物品 的博弈活动 ） 中
瑶族 娱乐

的随机现象 ； 比数字游戏中的概率决策

蒙古族ｍ数字游戏 、 分奶子游戏、

“

夏
”

游戏 、 拼图

布依族ｍ 占 卜 、 鸡骨卦中的概率思想
￣

ｔｋ！１１棋类游戏
“

官王棋
”

中 的简单随机事件
－

猜码 、 猜马 （划拳 ） 中 的概率思想
￣

ｍｍ蘇藏族博弈中 的随机事件

投掷木马 中 的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苗族—

＾ 占 卜 、 占卦中的可能性

不难发现这部分开发的民族数学文化资源主要 以娱乐和风俗为载体 ， 知识点集中在

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上 。

在统计与概率领域 ， 小学数学第
一

学段 （ １
￣

３ 年级 ） 要求学生能够按照
一

定的标准

将事物或数据进行分类 ， 人教版教材是让学生对给出 的图形进行分类 ， 少数民族地区此

方面的教学可 以依靠在图形认识部分整理出 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让学生从 日 常生活中

抽象出 图形 ， 然后按照
一

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

在第二学段 （ ４？６ 年级 ） 要求学生经历简单的收集、 整理和统计数据的过程 ， 这需

要老师创设与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密切联系的生活场景 ， 例如可以进行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数据调查 、 民俗节 日 中学生对民俗活动和美食的喜爱度调查等等 ， 让学生通

过对周 围现实生活中有关事例的调查 ， 体会数据和统计在解决现实世界的 问题中是有用

的 。 此外还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 ， 对简单的随机现象进行感受 ， 也可以通过试验、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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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 ， 感受简单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表格中 的 民族文化资源就可 以作为很

好的素材进行融入 。

（４ ） 综合与实践

综合与实践模块 以 问题为载体 ， 让学生 自主参与活动 ，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 从而获得活动经验 。 这类课程比较容易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结合 ， 教师可 以

编写贴近学生生活背景的数学情境 ， 让学生通过方案的设计 、 分析等解决某
一

实际 问题 ，

如 ： 藏族利用面积相等的长方形材料 ， 怎样设计圆柱体仓库的体积才能最大 。 另外在此

模块融入民族数学文化 ， 也可 以尝试与其他学科进行综合 。

五 、 教学中如何使用融入民族文化的小学数学教学案例

（ １ ） 适度且适量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融入民族文化的数学教学案例时首先要适度且适量 ， 不能为了融

入民族文化而融入 ， 过度使用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适得其反 。

（ ２ ） 适当借鉴及改编

对于 已有的数学教学案例 ， 教师应该针对所教授对象适当借鉴 ， 在合适的教学 内容 、

教学环节中选择性的使用 。 再加上少数民族人 口分布很广 ， 少数民族的杂散居情况尤为

普遍 ， 这也就使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有来 自 不同 民族的学生 ， 因此教师还需要考虑

不同学生的文化背景或者文化同化情况 ， 对 已有的数学教学案例 ， 数学文化情境素材进

行融合和改编 ， 这对保护 、 传承不同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帮助 。

（ ３ ） 结合理论基础多加实践 ， 逐渐形成合适的范式

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 ， 教师在使用融入 民族文化的数学教学案例时 ， 需要结合教育

学 、 心理学 、 民族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 如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 选择合适的数学

教学案例将儿童的 民族文化背景与所学知识更好地建立联系 ； 在最近发展区的理论基础

上 ， 选择能够拓宽学生最近发展区 、 适于发展学生认知结构的教学案例进行实践 。 此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Ｍ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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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还需多次尝试 、 积累经验 ， 教师之间加强交流 ， 形成民族文化融入数学课堂的范式

以及此类教学特定的教学评价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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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以下为各民族在
“

数与代数
”

、

“

图形与几何
”

部分各知识点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可以作为素材库供需要的
一

线数学教师参考 。

一

、

“

数与代数
”

部分的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１ ． 数的认识

１ ． １ 整数的认识

民族
Ｉ

文化体裁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清真寺建筑大多数为 ３ 层 ， 少部分为 ５ 层 ；

回族

服饰服饰上有很对个数为 ５ 的纹饰

工艺品或产品设计 ： 如三腿火撑 、 银饰工艺将造型进行
艺术

蒙古族 了三等分 ， 马形挂件上包含三个图案

风俗蒙古族的数字 １
？

１ ３ 具有象征意义

对奇数 ３ 、 ５ 、 ７ 的崇拜 ： 从大理崇圣寺三塔 、 大理三道

风俗茶三坊
一

照壁 、 四合五天井中抽象出数字 ３ ， 台阶数大多为
白族

奇数
￣

白族语言 中对基数词有 自 己的发音

ｍｍ黎族对于基数词有 自 己的文字

Ｗｌ ；布依族语言 中有对基数词的表示
布依族

风俗布依族在祭拜中有对数字 ３ 的崇拜 ； 在古代传说 、 仪式

６ １



中把 １ ２ 作为吉祥数字
＾

ｍｍ 傣族对于基数词 、 序数词有 自 己的语言和符号
￣￣

ｍｍ 彝族对于基数词有 自 己的语言

哈尼族 哈尼族对于基数词有 自 己的语言
￣￣

ＷｍＨ羌族对于数字有 自 己的读法

水族对于基数有 自 己的文字和读法

对奇数的崇拜 ： 祭祀所用物品数 （猪 、 鸡 、 烧香数 、 筷
风俗

水族子等 ） 、 活动 ： 倒酒 、 放炮次数中抽象出数字 ，

水族古歌 《开天地 造人烟 》 中有对事物的数数 ； 古歌、

艺术
俗语中也有对数的熟练使用

￣￣

＃１？服饰上的纹样颜色数、 图案数可抽象出数字

哈萨克文中有对数字的表示

哈萨克族艺术对数字 ９ 崇拜的记载
￣

Ｋｍ 罚款条例的牲畜数量为 ９

侃族的新厂 、 马散地区 ； 力所 （阿瓦来 ） 地区对数字有

佤族文字不同的表示 ， 但无法表示万后更大的数字 ； 翁嗅科区域也有

对数字的表示方法 ， 但是局限在亿以 内 。

数字信仰 ： 儿童的 口水兜造型个数为 ６ 或 ８ ， 意为吉祥 ；

壮族服饰童帽 、 妇女头饰上的垂线为 ３ 寸 ； 服饰上的图案个数有时为

９ ， 寓意长久

崇拜单数 ： 如藏族的重大活动 、 婚嫁 日期会选单数 日 子 ，

风俗
建筑物的层数为单数

藏族
藏族有表示数字的象形文字或者用生活中 的实物进行

文字
表示

ｉｌｌ母语中有对基数的表示

鼓楼冠上 （花朵 ） 的数数 ； 鼓楼 ： 鼓楼外形立面部分的
侗族

建筑重檐数量为奇数 ： ３ 、 ５ 、 ７
； 外形的平面数量为偶数 ： ４ 、 ６ 、

８

６２



语言母语 中有对基数的表示

苗族 民俗活动 中对 ３ 的崇拜 ； 对奇数 ９ 、 １ １ 的崇拜 ： 蚕娘 图
风俗

上香的数量为 ９ 或 １ １ 条

１ ． ２ 分数的认识

丽
＂

｜

文化体裁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蒙古秘史 》 记载了分牲畜 、 农作物时产生 了 分数 ， 蒙
蒙古族艺术

古族也有分数的读法

１ １ ２

黎族风俗黎族虽然没有几分之几的说法 ， 但是有 ２＾＾ 的概念和

表示方法

布依族没有对于分数具体的说法 ， 但是有将 ３ 分为 ４ 份
布依族风俗

的思想 ， 实际有分数的概念

傣族语言傣族在生产生活 中有分数的概念 ， 傣语 中有分数的发音

景颇族景颇族也有分数的概念

水族有分数的初步意义 （进行平均划分 ） ， 但没有具体
水族风俗

的概念

藏族文字 中有对个别分数

涵 彝语 中有对分数的表示

１ ． ３ 比的认识

｜

人教版对应知识
民族文化体裁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点

由于对美 的追求 ， 工艺 品 的造型设

计 以及 图案设计 中有很 多特殊的 比例 ，

蒙古族艺术黄金分割
像马头琴 、 蓝釉三兽足香炉等设计 中 的

比例接近黄金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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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中 黄金 比很常 见 ， 如 门楼
建筑

纳西族宽和高的 比符合黄金 比例 ， 整体有美感
＾

女子披肩 的长宽之 比接近黄金 比

哈萨克桂房 的底面直径与高度 的必为黄金
建筑

族 比

￣

ｗ花斗笠的设计符合黄金分割
＂＂＂

维吾尔＾

日 常用 品地毯的长与宽之 比满足黄金 比
族

铸造的佛像 （释迦牟尼像 、 菩萨像

艺术等 ） 宽度与高度 、 上胳膊和下胳膊等 的

藏族比 ， 唐卡长与宽 的 比都满足黄金分割

由于人的身材就存在黄金分割 ， 衣
服饰

服在个别地方的设计 中也满足黄金分割

鼓楼的楼冠 、 楼颈 、 楼体之 间存在
侗族建筑

黄金分割

《兴安岭之王 》 中记载鄂伦春族人

鄂伦春民有画过兴安岭的缩略图 ， 将实物都按
艺术

族照
一

定的 比例进行 了缩小 ， 己经有 了 比

例 的思想

纳西族四合五天井建筑中 ， 主壁长比例

纳两族建筑度和院子的宽度 、 副壁长度与原子 的宽

度都有
一

定 的 比例

鼓楼每
一

层 的设计都足依据 比例进
侗族建筑

行缩小建筑的

１ ．４ 数的表示

｜

文化体裁

￣

 Ｋ族数学文化资源

怒族用石子 、 竹签计数 （ 民族的独特符号代替数 ）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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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子 、 竹签都分为大 、 中 、 小三种 ， 大的代表百位 、 中 的代表

十位 、 小的代表个位

鄂伦春
风俗用结绳 、 刻木 （神棒上的豁 口数 ） 的方法计数

族

Ｍｌ 用手指数计数
蒙古族

语言用词语表示数 ， 表示多位数则用词语从右 向左表示
￣

ｍｍｍ结绳、 实物 、 借物 、 刻木计数法

布依族 用手指计数

用石子 、 木片以及在硬质原木棍上面做记号计数 ， 用谷
宪族 风俗

物在不同的数位上计数

刻木计数 （根据线段的多少来记录数量的多少 ）
； 手指

计数 ； 用农作物的种子 （黄豆 、 玉米 ） 、 果实 、 生物背壳、

水族风俗
大小不同的石子 、 长短不

一

的小木条等物品做算筹 ； 手指计

数

风俗 用手指计数
族

垒石记数法 ： 小 、 中 、 大石头表示百 、 十 、 个位数 ； 大

彝族风俗棒计数法 ： 长短不
一

的木棒代替千 、 百 、 十 、 个位数 ； 谷物

计数法 ； 刻木计数法 ； 结绳计数法

用 自 身的器官 （手指 、 脚趾 ） 、 果核 、 蚕豆 、 石子 、 青
藏族风俗

稞粒 、 羊粪蛋 、 瓦片 、 树枝 、 手指 、 刻木 、 结绳、 画痕计数

语言中有计数方法
苗族￣￣

ｍ服饰上、 开亲歌中有刻木计数图

２ 数的运算

２ ． １ 整数的四则运算

｜

文化体裁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人 教版对 应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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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芜族有加减法运算 ， 羌语中有
“

加

号 、 减号 、 等于
”

的读法 ； 羌族用不同
羌族风俗加减法

的谷物或者大小不同的石子代表各个位

数进行加减法运算

布依族有加减法运算 ， 虽然没有加

号 、 减号这类运算符号 ， 但是加法会用

“

多
”

、

“

合起来
”

这类词语进行计算 ，

风俗减法用
“

比某数少
”

来计算 ； 但是先从 进位加法

最高位数的数字开始相加 ， 然后依次从

高到低加其他位数的数字 ， 进位时加到

布依族迁移数位

布依族的故事 、 民谣 《太阳瓜 》 中

艺术有乘法 口诀的表述 ， 可 以作为数学素材 乘法 口诀

用于教学 ； 《好花红 》 中有两位数乘法

鞋垫上每行每列的 图案数相同 ， 计
服饰乘法的应用

算总的图案数

蒙古族人民用 １ ０ 个手指数数 ， 产生

了１ ０ 进制计数法 ， 像大拇指可 以表示 １ 进 位 加 法 （ 十 进
蒙古族风俗

也可表示 １ ０ 、 ２０ 等 ， 以此类推 ， 十指也 制 ） 、 退位减法

可 以进行加减运算

花喇子模中 四位数的减法思想 ： 依
维 吾 尔

风俗次减去整千 、 整百 、 整十 ， 最后减去个 减法
族

位数

用不同 的实物表示不同位数个 、 十 、

进位加法
百 、 千 、 万位上的数字 ， 十进制

藏族风俗
藏族的九九乘法表

一

五五
一

得五的
乘法 口诀

排列顺序 ， 体现了乘法交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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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沙盘运算对于加法 、 减法 、

数的运算
乘法都有 自 己独特的列竖式方法

天文历算中有 四则运算的体现

计算九层佛阁的窗户数量 （每层 ４数的运算的应用
建筑

个窗户 ）

彝族古籍中记载有运用乘法 口诀的

计算 ， 而彝族的九九乘法表与教材的九 、

乘法 口诀
九乘法表横排顺序正好相反 。

一

位数的

乘法借助九九乘法表

用石头和木棍分别表示被乘数和乘

数 。 形状大小不同 的石头和长短不同的

彝族风俗木棍表示不同数位上的数字 ， 类似列竖乘法计算

式
一

样进行乘法计算 ， 与教材的乘法竖

式不同的是 ， 位数对齐方式不
一

样

除法转化为减法运算 ， 或者用试乘

的方法进行除法的逆运 ； 或者不断尝试除法

平均分配 ， 直到余数等于除数得到结果

乘法按加法处理 ， 求
一

个数的两倍

就是将这两个数相加 ，

一

个数的三倍进
苗侗族风俗乘法运算

士将
一

个数的两倍再加上这个数 ， 以此

类推

苗族银帽上的银角数为 ２ ， 制作不同
２ 的乘法 口诀及应

服饰数量的银帽 ， 银角总数为多少 ， 以此为
苗族用

情境设计 问题
￣

＾开亲歌的歌词 中有四则运算的表述四则运算

水族的 民间故事 、 神话传说 ： 双飘

水族艺术带 、 瑶人山 的传说 、 葡萄姑娘中有乘法乘法口诀

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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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常见的量

３ ． １ 时间单位

｜

文化体裁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人教版对应知识点

通过观察月 亮 ， 用结绳 、 刻木的方
鄂伦春

科学法计算 日 期 。 月亮升起落下为
一

天 ， 从
族

亏到盈为
一

月 ， 循环十二次为
一

年

没有节气的概念 ， 月份的天数按单
黎族科学

双月 分 ， 单月 ２９ 天 ， 双月 ３０ 天

《十二奴局 》 中记载的神话故事中 ：

通过
一

棵大树有 １ ２ 杈 ， 因此
一

年分为了

哈尼族文学 １ ２ 个月 ， 每杈又分为了３０ 杈 ， 因此有了

３０ 个月 ， 树杈上的叶子数 目有 ３６０ 片 ，

由此决定 了每年的总天数

傣族有 自 己的历法 ， 有对年 、 月 、

傣族科学
日 的规定
认识年 、 月 、 日

水族有历法 ，

一

年 １ ２ 个月 ， 有四季

之分 ， 不同的是每年的总天数少 １ １ 天 ，

水族科学
每月 的天数按大小月 计算 ， 大小月 的天

数分别为 ３ ０ 、 ２９ 天

哈萨克哈萨克语中有秒 、 分、 时 、 年 、 月 、

语言
族 日

彝族将
一

年定为 ３ ６５ 或 ３６６ 天 ， 但

彝族科学太阳历将
一

年分为 １ ０ 个月 。 彝族传统历

法中有十二生 肖

布依族有 自 己的天文历法 ， 对于年 、

布依族科学月 、 日有 自 己的计算和规定 ， 日 历与传

统的农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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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最原始的计时方法依靠呼吸

（ 脉搏 ） ， 呼吸
一

次为
一

秒 。 时 间单位

蒙古族科学较为全面 ， 蒙语 中有秒 、

一

刻 、 分 、 时 、

天 、 季度 、 年等时 间单位的表示 以及换
时间 的认识

算

宪族的计时方法依靠燃香 ，

一

天的

羌族科学时间大约能燃尽
一

支香 ， 对于时 间没有

明确 的规定

３ ． ２ 重量单位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鄂伦春族重量 以
一

马驮子驮的重量 （ ５ ０ 公斤 ） 进行计算

以特定 的容器体积计算重量 。 如用碗 、 特制 的长方体 、 圆柱体

佤族竹筐测盛 的大米重量 （ 能让学生大致估计换成 国际单位能盛放多重

的大米 ） 度量粮食

有特定的重量单位 ： 如分 、 厘 、 毫等 ， 还有用特定的容器进行
蒙古族＿

盛放粮食表示重量 ， 如
一

扁担等 ， 并且单位间有换算

ｍｋ 有嚓 、 冷 、 埕重量单位

重量单位有担 （

一

扁担所挑粮食重量 ） 、 背篓 （

一

背篓粮食的
布依族

重量 ） 、 挑 （ 两筐粮食的重量 ） 、 斤 、 钱 、 两

用盛放粮食的容器名称作为重量单位 ： 挑 （ 两个筐子放的粮食
水族

重量 ）

￣＂

景颇族重量单位有拽 、 钱 、 两 、 分 ， 有单位换算

哈萨克语 中有吨 、 厘克 、 毫克 、 公担 、 公斤 、 百克 、 十克 、 克

哈萨克族的重量单位 ， 可 见对 国 际重量单位吨 、 千克 、 克有所认识 ；
还有斤 、

两 、 钱等传统重量单位

有 国 际单位吨 、 克 、 毫克 ， 还有传统重量单位的表示 ： 公斤 、

维吾尔族
斤 、 石 、 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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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有国 际重量单位中 的吨 ， 还有斤 、 两重量单位

葬族用十六进制或十八进制的秤进行重量测量 ， 十六进制是指
彝族

亿近为 １ ６ 两 ， 十八进制则是
一

斤为 １ ８ 两

ｍｍ用容器衡量物体的重量 ： 如用正四棱台的信 、 箩筐 、 估算重量

二 、 图形与几何

１ 图形的认识与运动

民族

￣￣

文化体裁
￣

图形的认识图形的运动

建筑
回族正六边形平行 、 轴对称

（拖姑清真寺 ）

建筑
怒族长方形、 正方形、 圆轴对称

（基督教教堂 ）

图形 ： 三角形 、 长方形、 正方形 、 平行 、 垂直 （刺绣时需

等腰直角三角形 、 平行四边形 、 菱形 ； 要做平行线 、 垂线 ） ；

服饰 （刺绣 ）

刺绣时涉及到了
“

角
”

、 还需要平分 图案的平移 、 轴对称 、

瑶族 角进行刺绣 中心对称

娱乐 （腰鼓 ）三角形 、 圆

底部为圆形 ， 涉及到如何设计可
建筑 （仓库 ）

以使仓库体积最大

艺术 （桦树皮
圆 、 正方形 、 长方形 、 椭圆轴对称 、 中心对称

制品的图案 ）

鄂伦

建筑二十几根木杆倾斜插在地上 ， 呈圆锥
春族

（ 原始住宅 ）体

＾狩猎时角度的运用

Ｓｍ狩猎时居住的 窝棚 ： 圆锥 、 半球
赫哲对称

（ 原始房屋 ）体 、 长方体
族＾

曰 常用 品桦树皮制做的漏斗 、 斗笠 ： 圆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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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桦树杯 ： 正方形 ； 桦树桶 ： 圆柱体 ；

桦树船 ： 三角形 ； 桦树碗 ： 半球形

ｍ 图案的对称性

艺术 （工艺美图案中有点 、 线 、 面的形式和组
轴对称 、 中心对称 、 旋

术上的几何图 合 ； 有圆形 、 三角形 、 四边形 、 菱形 ；

转
案 ）三脚器皿 （三角形的稳定性 ）

蒙古包、 起着天窗作用的
“

图格

建筑奴
”

、 狩猎时的布置图形 、 舞蹈队形
曲士
豕石

的编排 ： 圆形
族

服饰上的图案形状有圆形 、 等边三角

服饰形、 等腰三角形 、 平行四边形 、 长方

形

计算眉毛形 、 圆形 、 不等边四边形 田

习俗
地的面积 ： 有公式 、 有割补思想

民居中有长方形 、 圆 、 三角形 、 梯形 、

等腰梯形 、 三角形 、 菱形 ； 大理寺 ：

四合五天井 、三坊
一

照
建筑等腰三角形 、 等腰梯形 ； 格子门窗 ：

壁 ： 对称
三角形 ； 门 、 窗 、 图案墙 、 四合院 、

白族
天井地面 （铺砖 ） 的面积计算题

＾

日 常用 品墨斗 ： 两点确定
一

条直线

刺绣图案 ： 对称 、 轴对
艺术白族扎染图案 ： 圆 、 正方形 、 长方形

称 、 旋转

出土的石器形状 ： 梯形 、 圆形陶器 ：

日 常用 品石器上有平行线 、 菱形等纹样 ； 黎锦 ：

黎族吉妹
一

巫 ；ｒ妹 下古把蛙形纹身 ： 轴对称
直线 、 二角形 、 平仃线 、 正方形

三角形 、 长方形

蝴蝶银配饰 、 银双龙手
服饰

族镯图案 、男子绣花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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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花纹 、 姑娘戴的公

鸡帽 、 牛皮鼓 、 牛 图腾 ：

对称 ； 男性服饰 以及帽

饰上 的 图案 、 妇女 围腰

上的花纹体现 了 图案

的平移 ； 妇女帽饰上的

图案 ， 如心形线的纹样

等可看作是旋转得到

的

建筑
等腰三角形 、 梯形对称

（简 易蘑菇房 ）

古寨上用青瓦搭建的

类似古钱 币 的 图案 ： 轴

对称

干栏式建筑 ： 三角形 、 长方形 、 圆对称 、 比例

建筑

粮仓 ： 线 、 面 、 圆柱体 、 圆锥 、 长方

体

石雕花图案 ： 圆 、 正方形 、 半圆

石板房 ： 圆锥 、 长方体
布依

手工织锦 ： 土布刺绣 中 的 图案 ： 圆 、

族对称 、 阁形镶嵌 、 比例
三角形 、 菱形 、 正方形

遮阳草帽 ： 圆锥 ； 鞋垫 ： 平行线 、 平

行 四边形

服饰背带图案 ： 直角三角形 、 菱形 、 正方
对称

形

服饰上的纹样 ： 正方形 、 平行线 、 垂
有些纹样可 以看作 图

线 、 点 、 线 、 角 、 圆 、 三角形 、 长方
形的平移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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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腰 、 银饰 ： 轴对称

头帕 的形状 ： 直角三角形 、 正三角形 、

对称
菱形

竹凳 ： 圆 、 四边形 ； 簸箕 ： 平行线 、

三角形 、 图形镶嵌 ； 升子 ： 长方体 ；

曰 常用 品木桶 ： 圆柱体 ； 风斗 ： 直线和圆 ； 纺

织工具 ： 垂线 ； 犁 ： 三角形 ； 耙 ： 等

腰梯形

铜鼓 ： 直线 、 圆

娱乐转场舞队形 ： 圆圆 的对称性

月 琴 ： 圆挖去 了
一

部分

奘房 ： 尖角 呈三角形 ； 门 的形状有正

方形 、 长方形 、 圆形 、 图形上还有平

行线和垂线的体现 ； 窗户 的形状有有

长方形 、 正方形 ； 吊脚楼 ： 底部呈长

方形 ； 佛塔 ： 塔基为正方形 、 塔身有

建筑圆柱体 ； 建筑上的 图案有长方形 、

正方形 、 圆 ； 潞西遮晏龙亭 ： 正方形 、

傣族 等腰直角三角形

潞西遮晏奘房 ： 平行线 、 正方形 、 垂
中心对称 、 轴对称

线

风雨桥 ： 垂直轴对称

鼓 ： 圆柱体 ； 象脚鼓 ： 正方形 、 长方
娱乐 象脚鼓 、 竹编筐 ： 对称

形 ； 乐器烟盒 ： 圆柱体

水文化追求柔和 ， 表现为在 图形 中 灵
Ｉ  Ｉ 

－

乙 木
活运用 点 、 线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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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身 ： 圆 、 三角形
￣

１

剪纸 ： 轴对称

傣锦 ： 长方形 、 三角形 、 正方形 、

＿

轴对称
直线 、 平行线

遮阳草帽 ： 圆锥 ； 筒裙 ： 圆柱体筒裙 ： 图形平移

^

腰带上的刺绣图案 ： 平
服饰

移 、 对称 、 旋转

服饰上的几何图案 ： 正方形 、 长
中心对称 、 轴对称

方形 、 平行线 、 直线

包头 ： 圆柱形 ， 展开为长方形

桌面 ： 正方形、 圆 ； 桌身 ： 圆柱 、

日 常用 品对称
长方体平行线 ； 小板凳的凳面为圆

古砖上的几何图案 ： 平行四边 青铜剑 、 铜戈 ： 图案对
艺术

形 、 长方形 、 长方形、 圆 、 平行线称 ；

羌族
木匠做桶用到了 圆的周长公式

风俗
（ 圆周率取 ３ ）

干栏式建筑 ： 长方形 、 三角形 、

长方形 、 平行 、 垂直 、 三角形的稳定 房屋具有对称性 ； 有平
建筑

性 ； 房屋底层结构 ： 长方形 ； 顶层结移变换

构 ： 三角形 、 平行

马尾绣图案 ： 梯形 、 三角形、 长
女子围腰 、 背带 、 花帽

方形 、 平行四边形 、 圆 ， 还有线段、

水族顶上的图案 ？

， 翘尖鞋 、

服饰平行线 、 垂线 ； 背带上的图案 ： 正方
绣花帽 、 鞋垫图案 ： 轴

形 、 平行四边形 、 长方形 、 圆形 、 梯
对称 、 旋转对称

形

铜鼓 ： 鼓面 ： 圆 ； 鼓身 ： 圆柱 ；

娱乐石棺古墓石板的雕刻图案 ： 三角形 、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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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形具有对称性
￣̄

有圆形木桶 ， 圆形簸箕 ； 制作木

桶用到 了 圆的周长 、 圆 台体积 ； 竹编 ：

日 常用 品圆 、 正三角形 、 平行 ； 木盆 ： 等腰梯

形 ； 水车 ： 圆 、 等腰三角形 ； 餐桌面 ：

圆 、 长方形 、 正方形

日 常用 品水车 ： 圆形、 角

照壁 、 门楼 、 天井 、 木
纳西五凤楼 ： 外形圆柱体 、 装饰图案

建筑 府建筑 、 大福民居 ： 轴
族有直角三角形 、 正方形 、 镶嵌 ；

对称

百褶裙 ： 对称

服饰上的纹样图案 ： 三角形 、 菱

形

耳坠 、 发簪 ： 圆 、 圆锥轴对称

织锦 ： 三角形 、 正方形 、 菱形 、

点 、 线 、 面

服饰图案中 的连
服饰

续纹样 ： 平移 、 旋转 、

景颇 轴对称

族女士包头 ： 圆柱 、 平行线 ； 护腿 ：

平行线 ； 筒帕 ： 正方形 、 平行线

筒裙纹样 ： 正方形、 三角形、 平
平移 、 轴对称 、 旋转

行线

吞圈 、 剥谷壳手推木制工具 、 舂
曰 常用 品

米碓 ： 圆柱体

目 瑙示栋 ： 长方形 、 三角形 、 直

建筑
角三角形 、 等腰三角形 、 垂直 、 平行

畲族 艺术ｍＭ， 轴对称 、 中心对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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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装围身裙 （拦腰 ） ： 圆 、 正方形 、

服饰上 的凤凰 图腾 、 犬
扇形 ； 服饰 图案 ： 圆 、 菱形 、 长方形 、

服饰 牙纹 ： 对称 ； 服饰 图案 ：

三角形 、 正方形 、 梯形 、 平行 四边形 ；

平移 、 旋转 、 对称
犬牙纹 ： 三角 形 、 菱形 、 长方形

毯房 ： 长方形 、 圆锥 、 菱形 、 圆

柱体 、 穹顶为圆 以及建造过程 中如何

节省材料但扩大面积 ； 圆顶仓房 ： 底

建筑部为圆形 ； 小毡房 ： 圆锥 ； 传统木房 ： 建筑的主体形状对称

哈萨正方体、 长方体 ； 伊 山寨提清真寺 ：

克族圆柱体 、 长方体 ； 伊宁县 巴尔吐别克

清真寺 ： 长方体

几何纹饰有 ： 平行线 、 垂线 、 长方形 、

服饰
菱形 、 圆 、 点 、 线 、 面

２＾工艺 品形态 ： 圆 、 梯形 、 长方形？

民居装饰的几何花纹 ： 长方形 、 圆 、

三角形 ； 清真寺 ： 圆 、 正方形 ； 传统
建筑

建筑藻井上的 图案 ： 正方形 、 圆 、 长

方形 、 菱形

头饰 ： 三角形 、 长方形 、 圆花纹 ： 轴对称

服饰中 的几何图案 ： 菱形 、 正方形 、

平移 、 旋转 、 对称
长方形 、 圆 、 三角形

维吾服饰
花帽 ： 等边三角形 、 菱形

尔族 

印花布的纹样 ： 三角形 、 菱形 、 圆 、

正方形

＾馕 ： 圆形

手鼓鼓面的花纹 ： 等边三角形 ； 鼓面
手鼓鼓面的花纹 ： 轴对

娱乐为 圆 ； 民 间 乐器上的花纹 ： 三角 形 、

称 、 中心对称
长方形 、 圆

￣￣

日 常用 品地毯 ： 三角形 、 圆对称 、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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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栏式建筑 ： 三角形 、 长方形 、

建筑对称
正方形 、 梯形

壮锦图案 ．

？ 长方形 、 正方形 、 等
平移 、 旋转 、 对称

腰梯形 、 三角形

花山岩画方位图 ： 位置

壮族艺术门帘 、 被单 、 台布上的刺绣图案 ：

旋转对称 、 中心对
正方形 、 长方形 、 三角形 、 菱形 、 圆 、

称 、 轴对称
梯形

绣球 ： 圆旋转变换、 轴对称

天琴 ： 平移 、 旋转 、 轴
娱乐乐器 ： 铜鼓纹路 ： 圆

对称

香包外形对称 ； 人形舞

蹈纹、 牛眼纹 、 长条状

服饰男士腰带上有平行线的饰带 ： 平移 、 对称 ；

彝族彩虹帽 ： 平移 、 旋转 ；

镶嵌构图

彝族舞蹈烟盒舞用的道具
“

烟
娱乐

盒 、 龙头四弦
”

上有圆形图案

藏族的圣坛 、 佛塔 ： 平行线 、 垂

线、 折线 、 长方形形 、 圆形 、 菱形 ；

农牧区的帐篷的房梁 、 屋顶 ： 三角形 ；

建筑披肩 ： 长方形

佛塔的垂直线 、 水平线中心对称
藏族 

闪片房 ： 正方形 、 长方形 、 圆柱
对称

体

藏袍用 的布料 ： 长方形 、 梯形 、

四耳帽的两组耳朵成
服饰三角形 ； 藏袍上的 图案 ： 正方形 、 长

轴对称
方形 、 菱形 、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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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花纹 ： 长方形 、 梯形 、 菱形 、

Ｉ

轴对称 、 中心对称 、 旋

三角 形转变换

百裙裙 ： 对称

帽子有喇叭形状 ： 圆形 、 三角形？

唐卡 、 壁画 ： 等腰三 角 形 、 垂线轴对称
Ｍ ＊

－ｐ－

乙 木

宝伞 、 吉祥结 ： 对称

锅庄舞舞者圆形队形 、 扔沙包站成
一

娱乐
个圆形

侗寨的房顶 、 苗寨大门 的支架 ｈｅ 风

雨桥 中 的形状 ： 三角形

鼓楼 中 的几何图形 ： 平

鼓楼 ： 三角形 、 圆柱 、 垂直移 、 对称 ； 楼冠 ： 轴对

建筑 称

风雨桥 ： 平行 、 垂直 、 长方形 、 正方
对称

体

吊脚楼 ： 长方形 、 三角形 、 圆 、 圆柱
轴对称

体 、 正方形 ； 平面镶嵌

裤裆棋 ： 等腰三角形 、 直角三角形 、

侗族 轴对称
等腰直 角三角形

娱乐
三三棋 ： 正方形 、 直角梯形 、 等腰梯

形

背带心 ： 圆 、 正方形轴对称 、 旋转

肚兜 ： 圆形 、 直角三角形

服饰 图案 ： 三角形 、 长方形 、 正方形 、

服饰 对称 、 平移 、 旋转变换
平行 四边形 、 圆

银饰 ： 三角形 、 圆 、 正三角形 、

对称
平行 四边形 、 梯形

绣包 ： 平面镶嵌 、 平行 四边形 、对称 、 旋转变换
^

 丨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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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 、 圆 、 等腰直角三角 形

服饰 图案 ： 长方形 、 正方形 、 圆 、

对称 、 旋转 、 平移
平行 四边形 、 三角形

蜡染 ： 对称

帽子 ： 圆柱 ； 银帽 ： 圆锥 ； 围兜 ： 三

服饰
角形 、 长方形 ； 包头 ： 圆柱 ； 腰带 ：

长方形

银饰 吊坠 ： 圆锥 、 三角形 、 正方

形 、 圆

类房 ： 垂线 、 平行线 、 等腰梯形 、

长方形 、 正方形 、 圆 、 圆柱体

佛塔 ： 圆形 、 长方形 、 正方形

龙亭 ： 等边三角形 、 直角三角形ｍｍ
建筑

居 民建筑 ： 三角形 、 正方形 、 长

苗族方形 、 圆 、 梯形 ， 还有平行线和垂线

吊脚楼 ： 长方形 、 正方形 、 三角
旋转 、 对称

形 、 平行线 、 垂线

蝶鸟 图 ： 轴对称 、 旋转
背扇 ： 圆

变换 ； 背扇 ： 轴对称

苗绣 ： 直角三角形 、 等腰三角形 、

对称 、 旋转变换
菱形 、 正方形 、 等腰梯形

乙木

八卦 图 ： 圆对称

剪纸 ： 三角形 、 长方形 、 正方形 、

平移 、 旋转 、 对称
菱形 、 平行 四边形 、 圆形

图腾 ： 三角 形 、 长方形 、 菱形 、 圆

笔斗 的簧 片 ： 长方形 、 菱形 、 等腰梯

娱乐形

泥哨 ： 二角形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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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常用 品
￣￣

水车 ： 三角 形的稳定性

糍粑 ： 圆 、 三角 形 、 长方形

２ 图形的测量

２ ． １ 长度单位

＾

涵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测量短的长度单位 以两臂张开为标准 ， 长的长度单位用每天走 ５ ０ 公
鄂伦春族

里乘 以时 间来测量

以人体部位的测量为长度单位 。 如将成年男子的食指宽度规定为最

佤族小的长度单位 ， 还有 以成年 男子
一

拃 的长度 、 食指 的长度 、 手掌 的长度 、

手腕到肘关节的距离 、 双臂伸展的距离等为长度单位的佤语表述

赫哲族用 的长度单位主要有尺 、 寸 ， 以人体结构的度量进行规定 ，

赫哲族
如
一

指 、

一

拃 的长度

短距离用手指和实物的长度为标准进行度量 ； 中等距离则用牲 畜活
蒙古族

动的距离为标准 ； 长距离则用人或者马特定时 间段行驶的距离进行换算

黎族有度量工具尺子 ，

一

般用来丈量衣服布匹 ， 有尺 、 寸 的长度单

黎族位 ， 还有用 身体结构进行度量 ， 如成年人
一

柞 、

一

步这样的短距离度量

单位 、 成年人步行
一

小时或
一

天长距离这样的度量单位

哈尼族用双臂展开的距离 、

一

拃的距离度量长度

有用 身体度量的长度单位 ： 拃 、 排 （双臂伸展 ， 两 只手 中指之间 的
布依族

距离 ） 、 尺 、 寸等

僚族 以人体测量方法度量长度 ， 如手拃开大拇指和手指的距离 、 成

羌族年人
一

步 的距离 、 两手臂伸直时两 只手 中指的距离 ； 还有 以绳子的长度

度量长度 ； 这些长度单位之间有具体的换算
＾

ｙｍ长度单位有拃 、 抱 （ 成年人用双臂环绕起来的周长 、 步

很小 的距离 以粮食作物的长度为度量标准 ， 如芝麻粒 、 大米的长度 ；

景颇族
稍长的长度 以身体进行度量 ， 如节 （

一

节手指 的长度 ） 、 手指 、

一

拃 （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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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和拇指叉开的距离 ） 等

哈萨克语中有公制长度单位 ： 公里 、 百米 、 十米 、 米 、 分米 、 厘米 、

毫米 、 丝米 、 微米 ；
还有

一

些在生活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长度单位 ： 如
哈萨克族＿

大拇指和 中指伸开的距离叫大拃 ， 大拇指和食指伸开的距离叫
一

拃 ， 以

羊羔迁徙距离为长度的单位

生活中会用到 国际长度单位 ： 米 、 厘米、 毫米 ， 还有民族传统的长
维吾尔族

度单位 ： 尺 、 寸 、 拃 、 里 、 公里

用身体进行长度测量 ： 节 （

一

节手指的长度 ） 、 拃 （大拇指和食指

伸开的距离 ） 、 庹 （双臂伸展 ， 两手 中指指尖的距离 ） ； 还有度量布匹
纖

的长度单位 ： 比
一

尺多
一

点为
一

大真 ， 比
一

尺小
一

点为
一

小真 ， 还有甫 、

帝长度单位
￣

ＷＭ藏族用身体结构 、 谷物长度进行长度测量

侗族将成年人伸开大拇指和 中指之间的长度 、 伸直双臂时左右手中
侗族

指指尖的距离 、 环抱
一

周 的周长 、

一

节手指的长度为单位
￣

ｍｍ
￣￣

长度单位有拃 、 庹 、 拳 （握紧拳头
一

拳头的长度 ） 、 步 （走
一

步的距离 ）

２ ．２ 面积单位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用身体部位 、 实物表示面积的度量单位 ， 如指 甲 、 背面 （被子面积 ）

蒙古族
等单位

面积单位 ：

“

攒
”

： 丈量土地面积时的谷物种子数量 、

“

工
”

： 以
黎族

农民
一

天插秧的土地面积为单位

布依族 度量布匹的面积单位
“

方
”

丈量土地以谷物种子的容器进行度量 ， 如 ： 石 、 斗 、 升 ； 农民按正
宪族

常的速度播种粮食 ， 把
一

斗种子播种完的地的面积就是
一

斗 ， 以此类推

土地面积 以农作物的产量进行度量 ， 单位有挑 ， 土地产粮 ２ 挑子 ，

水族
则面积记为 ２ 挑

哈萨克族哈萨克语中有平方公里 、 平方米 、 平方厘米、 平方毫米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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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除国际面积单位外 ， 还有测量土地的面积单位 ： 分 、 亩 、 公顷

￣̄

￣＂

５１ 测量土地的面积单位 ： 分 、 亩 、 厘

面积的测量方法 ，

一

种是以播种农作物的种子数量进行面积测量 ，

葬族
一

种是 以牛耕地的大小进行面积测量

侗族对不规则 图形的面积计算采用割补思想 ， 补成规则 图形进行近
侗族

似计算
￣￣

ｍｍ重量单位经常用
“

挑
”

２ ．３ 体积单位

￣￣

丽
￣￣

 民族数学文化资源
＾

丽以各村规定的容器
“

升
”

、

“

竹筒
”

、

“

篓
”

为容器进行衡量体积

布依族用盛放粮食的容器来度量体积 ， 单位有 ： 升 、 斗 、 箩 、 筒 、 瓢等
￣￣

涵容积单位是容器的名称 ： 石 、 升 、 斗 、 桶 、 这些单位可以进行换算
￣￣

＾容积单位有 ： 碗 、 筒 、 石 、 斗 、 升 、 箩

景颇族来 自竹筒的容积单位升 、 用来量米的容器产生了容积单位箩

哈萨克语中有千升 、 百升 、 十升 、 升 、 分升 、 厘升 、 毫升等
一

类的

哈萨克族 容积单位 ， 用来盛放粮食的容器单位 ： 勺 、 斗 、 撮 、 合等 ； 也有立方米 、

立方分米 、 立方厘米 、 立方毫米等这类体积单位的表述

维吾尔族 除国际体积单位外 ， 还有升 、 斗

用人体器官进行容积测量 ： 如
一

把米 、

一

捧米的表述 ； 用生产器具
彝族

进行容积测量 ： 斗 、 升 、 竹筒等
￣＂

ｍｍ体积度量依靠容器 ： 碗、 桶 、 箩筐 ， 因此有重量单位 ： 碗 、 桶 、 箩

８２



致 谢

在民大的研究生生活是我校园求学生涯中的最后两年 ， 这期间全球突遇新型冠状病

毒的爆发 ， 感谢我的祖国在重大灾难面前沉稳应对 ， 感谢众多英雄为抗疫做出的贡献 ，

这些无疑是我能重返校园 ， 顺利完成学业的重大前提 ， 国泰民安便是如此吧 。

在民大的两年最多的是感恩 。 感谢民大 ， 这里有 良好的学习环境 ， 和谐的师生关系 ，

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 ， 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 ， 感谢民大提供的学习平台 ， 给予我増长学

识、 提高 自我的机会 。

研究生生活即将画上句号 ， 这
一

年来经历 了毕业论文的前期资料收集 、 文献阅读 、

学习 、 思考 、 困惑 、 修正直至最终完成的过程 ， 我很幸运地得到 了许多人的关怀和帮助 ，

此刻要向所有引 导我 ， 帮助我 ， 勉励我的人表达我 内心最诚挚的谢意 。

首先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梁芳老师 ！ 梁老师是位极其温柔的老师 ， 在学业上言传

身教 ， 为我指点迷津 。 在疫情影响下 ， 我们无法正常开学 ， 从
一

开始的论文选题 ， 梁老

师就时常打电话悉心指点 ； 在我因为论文焦灼哭泣的时候 ， 梁老师会在电话里慈祥地宽

慰我 ， 给予我帮助 。 除此之外 ， 还少不 了对我生活的关心 ， 开解我的生活态度 ， 关心我

的求职状况 。 得遇此 良师 ， 足矣 。

其次还要感谢硕士生涯的所有老师 ， 感谢孙晓天老师 、 何伟老师 、 张昆龙老师 、 董

连春老师 、 苏傲雪老师 、 王兢老师 、 李红老师 、 白华老师 、 余红玉老师 、 杨秀芹老师 ，

各位老师的学术造诣和治学态度等都让我受益颇多 。

同时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 求学路上有 了父母的支持 ， 我才能如愿完成 自 己的学

业 ， 才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前进路上的艰难困苦 。

感谢我的舍友刘思佳 、 李瑶 、 鞠丽楠 ， 两年来我们共同成长 、 共同进步 ， 在论文撰

写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励 ， 相互帮助 。 同时也感谢班级所有同学对我莫大的帮助和工作的

配合 ， 使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两年 。

最后 ， 再次感谢关心我 ， 对我伸 以援手的老师们 、 同学们 、 家人们 ， 真诚的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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