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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育走进数学课堂 ①

李亚赛
（珠海八中，广东 珠海５１９００１）

摘　要：美育对德育、智育、体育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美育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美育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能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且能有效提高学科质量，促进学

生素质全面发展。数学教学中美育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课本中数学美之特征挖掘，让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鉴赏

和感受数学美，促进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数学观，进而提高数学素质，塑造学生完善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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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育的意义
１．１　加强美育是时代的呼唤

“改进美育教学，是为了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素

质”，这无疑把美育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美育能提

升学生的价值导向和人生意义。缺乏美育教育，就有可

能出现价值评价颠倒、价值观念混乱、精神空虚、信仰失

落和精神危机等现象，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就有可能受到

威胁。我们教育工作者在加强科学教育的同时，更要加

强对学生的美育，不断提升广大学生的品位、修养和格

调，引导学生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

人生，引导学生不断提升和修炼自己，完善自己的人生境

界。美育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

用。美育的特点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精神的平衡与和谐来

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美育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趣味、

气质、胸襟和志向，能影响人的无意识层面，这是单纯依

靠知识教育和说理教育难以达到的。建设文化强国的宏

伟目标要求我们重视美育。我们已进入一个文化的时

代、创意的时代。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意？如何才能培

养和造就真正善于创意的人才？钱学森先生曾多次呼

吁，为了培养杰出人才，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

教育应该实行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经验概括。

１．２　美育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改进美育教学，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列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的重要和具体内容，把“改进美育教学”赫然写进了党十

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足见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具有雄韬伟略、远见卓识，

能够敏锐洞察中国的国情，看透问题的实质，针对我国国

情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改进美育教学”作为我国新时

期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写进党的最高会议的决定

中，足以证明，“建设美丽中国”将在“改进美育教学，提高

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一系列重大探索和实践中获取

源源不绝的正能量，在以美的教学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中，让审美视野下的中国更具文

明、高雅、和谐的人文魅力。

１．３　美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美育不仅是审美的教育，还是感受美和创造美的教

育。美育不仅是艺术教育，而是能够渗透到所有学科的

美的教育和教学。这样的教育需要继承和创新教育本身

的美来实现，如果教育本身只是为了实用的传授与说教，

而没有创造教育环境和教育策略的审美要素，没有营造

教学的美感和志趣，这样的教育就不是美的教育。倡导

美育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是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这个时

代的理由和资格。

面对随之而来高考制度的改革及教育重心的转移，

美育为大教育背景下学校开展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美育教育有利于促进教师素质的提

高，有利于调整教师的工作心理状态，有利于构建和谐校

园、幸福校园，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同时有利于

学生创造幸福的能力得以提高，培养学生感悟幸福的思

维。美育操作实施办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幸福教育工程的

具体实施手段：爱国主义教育、人生理想教育、行为中的

美育、学科中的美育、审美教育、品德教育、艺术教育的完

美、有机结合。

２　美育如何走进数学课堂
２．１　发掘数学之美，陶冶学生思想情操

数学美育的特点在于抽象的理性形式中包含着无限

丰富的感性内容，这就要求数学老师在教学中运用大量

生动的感性材料给学生以美感直觉，把抽象枯燥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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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公式、定理形象化生动化，给学生以具体的直观形

象，然后上升为理性形象，成为字母与运算符号间的造型

艺术，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易于接受，便于理解。许多学生

尤其是女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弱化，但是她们对于

直观具体形象的事物具有超乎寻常的感悟力，教师可以

抓住这一特征，通过严密的推理、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

拟、科学的板书、优美的图形等作出审美示范，创设思维

情境，把数学美的简单统一、和谐对称等特征融贯在教学

的整个过程中，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获得知识，理解知

识，掌握知识，在潜移默化中理解数学美的真正含义［１］，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２　在主体性教育中发展学生的个性
教师应有一颗爱美之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能够

敏锐、准确地发掘和提炼数学教学中的内容之美。教师

应想方设法创设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实例，

使学生对数学有一种亲近感，感到数学与生活同在，把数

学当成自己喜爱的伙伴，激发学生大胆探索的兴趣，那

么，学生离数学的距离自然就亲近了许多，犹如不离不弃

地痴迷和热爱，那么成绩自然会提高，知识自然会增长，

学业自然会硕果累累。

著名艺术家罗丹说：“美到处都有，生活中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著名作家王蒙也说：“自己

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

好。”数学如同生活，越单纯，越感知，越探索，越奇妙。

学生的非形式数学知识，生活中的数学常识、经验的

建立，首先必须依赖于实践活动，使数学知识成为学生看

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现实，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教

师要善于挖掘数学内容中的生活画面，让数学贴近生活，

最大限度地解放学生，尽最大可能发挥学生的潜能，让学

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数学，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亲

近和喜爱它、贴近它、探求它、攻克它、征服它。教师应努

力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或提出不同

见解，培养学生善于对同学的回答进行评价，允许保留自

己意见，引导学生多用“我是这样想的……，我的方法是

……，我认为……，这样做为什么错了，这样求证的结果

对吗”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以保证在整节课中从

始至终让学生处于学习的主体地位。

２．３　在开放的数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美
教学时不要把教师和学生僵固地捆在教科书上，让

学生生硬记取那些他们认为很枯燥的概念和很陌生的公

式，应选择学生乐于接受的、有价值的数学内容为题材，

通过运用形象的比喻、贴切的引入，把生硬的公式简单

化，把复杂的试题尽量清晰化便捷化直截化，在新课的过

程中密切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不断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数学教学变成

很快乐很有兴趣的课程，这就需要在数学教学中付出艰

辛的努力和勇于进取的过程。

创造性是艺术性的生命力所在。在美学家的眼里，

美是自由的形式。教学的创造性表现为教师教学个性的

自由。例如，同一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可以表现出不同

的教学风格，有的善于演绎推理，用逻辑思维的魅力将学

生所吸引，有的运用形象性、情感性的优势，以声情并茂、

情理交融的描述，使学生陶醉其中……它们就象教苑中

的朵朵奇葩，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令人陶醉，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享受数学的无穷智慧和神奇魅力。

创新意味着对过去的超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学

生的学习也是这样，一旦学习活动充满了创造性，学习的

过程便充满了美的魅力，而成为学生积极进取、自我完善

的过程。由此可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即是在培养学生

的创美能力［１］。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在

开放的数学活动中，应积极引导学生自主的探究学习，保

护学生每一个创新的小火花，让学生踊跃提出自己的见

解，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与精彩。

数学的简洁美、概括抽象美、转化美、逻辑美、严谨

美、数字与符号美、数的神奇美、数形的和谐美等等，这些

数学活动中有许多美的因素，教师应该在数学活动中，创

设美的教学情景，在课堂上能把学生所有的热情和积极

性都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快乐民主的氛围中，在积极参与

的过程中，在讨论和探索的积累中，在错误与引证的悟性

中，在屡败屡胜的体验中，觉得数学课非常有趣，数学知

识非常有用，学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而让数学

课插上“快乐”的翅膀，实实在在地关注学生的学习质量，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感知美、

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和提炼美，让学生在美的陶冶中

亲近数学，爱好数学，痴迷数学。

２．４　实施美育，从教师本身做起
实施美育，教师要从自身做起，让学生能时刻在美育

的教学气氛中轻松愉快地学习［２］。

２．４．１　简洁、生动的语言
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数学

教师的语言要尽量逻辑严密，简洁明白，所说的一切必须

是有序的；而生动形象的讲解，幽默风趣的语言，却又能

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留下美的感受和美的思念。

２．４．２　工整、漂亮的板书
课堂上，设计精巧、书写漂亮的板书能持续地刺激学

生，不但能对学生加强信息的接受，还能给学生以美的

享受。

２．４．３　整洁、得体的服装
一位生活邋遢、衣着随意、不修边幅的数学老师是很

难让学生找到美的感受的，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穿着打

扮”，如若能成为众多学生的亲密朋友、心中偶像和铁杆

粉丝，那么你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３　结　语
数学美育的作用还有很多，需要数学教师通过讲解、

剖析、图形、图像、幻灯片、多媒体等，使数学的内容活起

来，动起来，从而赋予数学内容以美的生命、美的内涵、美

的传承，使学生从对数学显性美的认识提高到对数学隐

性美的认识；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而形成数学

美感，达到数学审美的最高境界—应用数学美和创造数

学美，这样，美育则实现了它的应有意义和应尽价值。

参考文献：
［１］顾柳倩．让学生感悟数学教学中的美［Ｓ］．新课程

（下），２０１３（９）：１１２－１１３．
［２］周　楠．榜样塑造的审美关照与榜样教育的审美回

归［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１０９
－１１２．

（责任编校　王小飞）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