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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数学文化透视”课程的历史、目的、讲授内容、

考核方式以及课程建设的体会.  

 

    我校开设“数学文化透视”课程到目前已有十年了. 本文就本课程的开设历史、目的、

课程讲授的大致内容等向同行作一个简单介绍，并谈谈自己在本课程开设过程中的体会.  

○一  

课程的建设历史 

1997 年，我系张奠宙教授根据全校数学课程开设的实际情况，向系领导建议，开设一

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以介绍数学思想、数学文化、数学历史为宗旨的课程. 当时设计该课程

的主要对象是在大学里不再学习数学课程的文科学生. 本课程开设后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张

先生开设之后，又由王继延老师继续开设. 由于王继延老师当时担任中学数学新教材的编写

任务，经常要出差，因此他几次出差时就请我友情替补，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代了几次

课. 从那时起，我就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 2002 年，王继延老师退休，本课程由汪晓勤老师

接替继续开设. 而我是从 2006 年起正式接手本课程的. 由于当时并无一本合适的教材，因此

我边开设课程，边制作 Power Point 课件. 同年，由于我校正值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年，学

校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决定设立 10 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程，这样，我与汪晓

勤合作，通过申请与评选，使本课程成为了全校 10 门通识课程之一.  

○二  

开设课程的目的 

数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要学的课程，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有许

多文科的学生对它恨之入骨，进入大学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将它抛弃. 我们开设这门课程的一

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改变学生对数学原有的看法，让他们知道，数学不仅有其枯燥、难学

的一面，也有其有趣、易于被大家接受的一面. 因此，我们希望从多种视角来介绍数学，而

不是从纯学术的、严谨的角度来展示数学.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介绍数学，介绍数学对于人类

文明的贡献、数学在社会各方面的应用、数学的特点、思维方式、研究对象，介绍数学的发

生、发展的过程，并介绍优秀的数学成果. 通过这样的介绍，使同学们对数学有一个较全面

的、立体的了解，力求使一些原来对数学抱有陈见的学生队数学的态度能有所转变，希望数

学的思考方式能对他们以后的学业发展、职业的发展有所帮助，提高他们的数学修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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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数学的审美观.  

○三  

课程内容安排 

本课程因为是一门选修课，所以授课学时数安排为 36 学时. 讲课采用讲座的形式，共

安排 13 个左右的讲座. 由于我之前的老师讲授的内容有些对于我并不擅长，因此，我调整

了部分讲授内容，补充了一些对我而言比较讲得好的选题，而删除了一些不擅长的选题. 我

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些内容分别为：引言——无处不在的数学；第一讲：数学与人类文

明；第二讲：从欧拉公式谈起；第三讲：从《几何原本》谈起；第四讲：伽罗瓦理论与代数

学的发展；第五讲：费马大定理；第六讲：数学与排版；第七讲：数学与艺术；第八讲：邮

票中的数学；第九讲：数学与游戏；第十讲：十个最优美的数学定理；第 11 讲：希尔伯特

的二十三个数学问题；第 12 讲：数学软件简介.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数学在各领域中的应用, 如：体育中的数学，以淘汰赛的场次计算为

例. 医学中数学，介绍 CT 扫描与拉东变换. 经济学中数学，讲一元钱原则以及纳什的均衡

理论. 开心辞典中的数学——找数列的规律，不完全归纳法的缺陷等等. 社会学中的数学

——婚姻指数与婚姻方程式. 条形码及国际书号中的数学等等.  

第一讲主要介绍以下内容：数学的内容，数学的特点，数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数学发

展简史，计算机对数学的影响以及一个有趣的中国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何有多位

数学家担任大学校长？ 

第二讲主要介绍多面体的欧拉公式，它是数学简洁美的一个代表. 内容包含： 

什么是多面体的欧拉公式？欧拉发现欧拉公式的大致过程；利用这一公式如何对正多面体进

行分类？欧拉公式的使用范围；欧拉公式的证明简介；其他类型的多面体介绍（包括足球多

面体以及它与化学的关系）；公式在高维的可能推广以及高维的正多面体介绍.   

第三讲主要介绍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它的诞生、它的几何公理化对于数学发展的

影响，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 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徐光启与徐家汇的关

系. 从徐家汇的繁荣看数学与经济、文化、宗教的联系等等.  

第四讲介绍伽罗瓦理论与代数学的发展. 从伽罗瓦以前的代数学谈到高斯的代数基本

定理，伽罗瓦的传奇人生与他的对于代数方程求根问题的解决方案，伽罗瓦理论的历史地位，

伽罗瓦之后的代数学，古希腊三大作图难题以及正多边形的尺规作图等.  

第五讲主要介绍费马大定理从猜想到定理的漫长过程. 首先从安德鲁·怀尔斯的那场激

动人心的世纪演讲开始，接着介绍出谜的人—— 费马，解谜的人 ——安德鲁·怀尔斯. 费

马猜想的诞生，标新立异的谷山-志村猜想的提出以及猜想作者的奇特经历. 前人对费马问

题的贡献，安德鲁·怀尔斯的艰苦证明以及部分未解决的数论问题等等.  

第六讲介绍数学与排版. 首先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选与北大方正说起，介绍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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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所作的贡献. 接着讲不能令人满意的数学排版，Word 中的数学

排版（公式编辑器），再介绍优秀的专业排版系统—— TeX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 TeX 的汉化

—— 天元排版以及它的一些作品等等，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对数学排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第七讲介绍数学与艺术的关系. 首先介绍黄金分割法. 分形几何以及由它产生的美丽图

案. 如何用多边形铺出丰富多彩的图案. 美妙的曲线曲面. 数学家与艺术家合作如何设计出

数学主题的雕塑艺术作品. 与数学有关的画（埃舍尔的作品）等.    

第八讲介绍邮票中的数学. 主要有：人类早期的计数方式，勾股定理及它的证明，国际

数学家大会，英国数学家牛顿与他的数学成就，著名的波兰学派，中国数学家介绍，数学公

式与数学定理等.    

第九讲介绍数学与游戏的联系. 大致内容有：古老而复杂的幻方游戏，时尚的数独游戏. 

中国古代的传统游戏七巧板(唐图)和华容道. 风靡世界的魔方游戏. 一种巧用数学原理的扑

克游戏以及饶有情趣的数学灯谜等.  

第十讲主要介绍 1988 年美国《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杂志所做的一次调查—— 

从二十四个候选定理中评出的十个最优美的数学定理.  

第十一讲主要介绍希尔伯特在 1900 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所做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

23 个数学问题以及它们的研究进展.  

第十二讲是数学软件简介. 主要介绍了三种数学软件：几何画板，这是在数学教学中使

用相当广泛的一种几何作图软件. 网上互动式多功能服务站(WIMS)，这是前华东师范大学

（现法国尼斯大学）数学系肖刚教授设计的为数学教学与研究设计的工具性软件，它是具有

较强功能的免费使用的基于网络的软件. 最后是功能强大的数学专业软件：Maple.  

○四  

课程的教学与考核 

课程的教学基本上以讲座形式进行. 目前我们基本上采用每周 3 学时，12 个星期上完的

方式进行教学. 大体上每周讲授一讲. 暂时还没有讲义，但准备了完整的课件（PPT）. PPT

中除了文字外，还配有大量的精美图片. 课程主要以放映 PPT 讲授为主，偶尔学生也可以加

入讨论. 中间还穿插板书，有时还有模型的展示. 如：在第二讲中，我们就制作了大量的多

面体模型，通过模型的展示来配合教学. 我们还要求学生在课程中完成一份读书报告，要求

一千五百字左右. 内容可以是自己所学专业与数学的关系，也可以是与数学有关的选题. 我

们还参考南开大学的做法，备选了一些专题供学生参考，如：关于数学抽象；牛顿力学与微

积分；数的产生与发展；谈谈“类比法”；谈谈“反证法”；数学与哲学的关系；邮票中的国

际数学家大会等. 此外，我们还制作了课程网页，网页内容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

课外习题；相关资料，读书报告选题等. 在课件方面，我们下一步还打算制作几个新的讲座

课件，如：数学与战争，数学与文学，三次数学危机等. 并且在以后的课程中每次选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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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讲授. 在考核方面，以前是采用全开卷的形式. 但最近发现这一形式不是很好，所以借

鉴南开大学的做法，采用半开卷的方式，即：可允许带入一张事先准备好的 A4 纸，但纸上

的内容必须是手写的. 总评成绩以读书报告、平时作业，以及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而得. 

几年实践下来课程的讲授效果不错，同学们觉得从来没有想到数学课可以是以这样的形式上

的，数学的内容可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只是我们平时

没有好好去留意过、思考过、感受过. 数学思想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它既朴素又华丽，既浅

显又深刻. 甚至有部分数学系的学生也来选这门课.  

○五  

与课程有关的研究成果 

除了课程的建设与教学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与本课程主题相关问题的研究. 例如，我发

表了论文《超立方体与高维的欧拉公式》[14]；《一种巧用数学知识的扑克游戏》（与宋国栋

合作）[15]. 并与袁震东老师合作，翻译了著名的科普作家伊凡斯.彼得生的著作《数学与艺

术》[16]等.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完善课程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六  

开设数学文化讲座 

除了为本科生开设数学文化课程外，我们还从课程中选择适当的内容为研究生层次的学

生及中学层次的学生开设了一些有关数学文化的讲座. 如：2006 年 5 月，我应邀为华东师大

二附中高一的学生开设了题为“从欧拉公式谈起”的讲座. 2006 年 9 月我为上海市建平中学

开设了“数学与文化”的讲座. 2006 年 3 月，为我校文科研究生开设了题为“无处不在的数

学”的讲座. 2007 年 11 月，在闵行校区的丽娃讲堂上，为研究生开设了“数学与文化”的

讲座. 这些讲座生动有趣，帮助同学们了解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常识，为其结合自身的科学和

数学知识进行科技上的创新提供了灵感，提高了同学们的数学修养. 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是我

们制作课件中所引用的主要参考文献. 当然还有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来自平时的积累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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