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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數學中處處有美的因素，數學教學中指導學生學習數學美是一項重要

的任務。可是在實踐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景，即當我們把數學中美

的結果呈現給學生的時候，學生無動於衷。比如我們給學生介紹畢氏定理，

我們把其公式、圖形和證明都寫了出來，可是學生並不為其中的美所動，

依舊把它們看成是一般的數學定理和公式。再比如我們給學生介紹黃金分

割，我們把它的幾何表示和算術得數都給學生指了出來，甚至聯繫到了達

芬奇的人體繪畫，高聲提醒了學生這是很美的，可是學生的表情依舊默然。

這是為什麼呢？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數學美的欣賞過程問題。數學美的欣

賞過程同其他美如藝術美、行為美的欣賞過程一樣，只是把美的結果擺出

來 —— 如我們以前重視的 [1−3]，或直白地告訴學生是不夠的，還必須根據

審美理論，指導學生去理解、思索和欣賞才行。否則將無功而返。那麼如

何根據審美理論來指導學生欣賞數學美呢？本文擬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

認識，以求教各位老師和專家。 

二、審美理論 
根據審美理論來引導學生理解和欣賞數學美，我們應首先瞭解審美理

論。審美理論是美學這門歷史悠久的學科的一部分。此理論認為：美非固

美，因人而美。就是說，美的物體並非本來就是美的，是後來經過了人們

的認識加工之後才成為美的。比如自然界的山水，其本來就是那個樣子，

天生沒有什麼美不美的，後來我們都說它美，那一定是由於我們認識到了

它的特色和價值，對其產生了愛戀之情。由此，我國著名的美學專家朱光

潛先生有「物甲物乙」之說。他說：「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

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不是純自然物，而是夾

雜著人的主觀成份物，換句話說，已經是社會的物了。美感的物件不是自

然物而是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4]」所以，我們要理解客觀物體的美

首先要審美，要使客觀物體變成審美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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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物體是如何變成審美物件從而使人們感到美的呢？此理論認為：

1. 審美物件是審美主體運用自己的智慧，調動自己認知結構中的知識，自

覺積極地參與審美，並進行有意義加工而形成的。也就是說，審美物件是

審美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意向性建構活動的產物 [5]。2. 客觀物體能否成為審

美物件取決於客體和主體之間能否構成「物件性」的關係。所謂「物件性」

的關係指的是客體本來的屬性和主體感覺器官之間的適應性關係。比如聲

音對於耳朵、色彩對於眼睛的適應關係等。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這種「物件

性」關係越強，則客體越容易變成審美物件。3. 主體與客體的一體化的物

件性關係需要廣泛的實踐活動。沒有實踐人不可能真正理解自然，不可能

體會到其內在的力量。只有深入的和廣泛的實踐了，自然界的事物才能熟

悉起來和親切起來，才能實現格式塔心理學講的主體心理和客體之間的同

構關係。正如王夫之講的：「天地之際，新故之跡，榮落之觀，流止之幾，

欣厭之色，形於吾身之以外者化也，生於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

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勃然興矣。[6]」 

三、數學教學中數學美教學的原則和要求 
由上述美學理論我們可以看出，在實際的教學實踐中只是簡單的把數

學中的美的因素找出來呈現給學生是不能達到教學目的的。教師把數學內

容中的美的因素找出來，展現在學生的面前，這在學生的審美過程中只是

引導學生走了很小的一步。這一步好比是把作好的珍稀佳肴放在飯桌上，

其實離讓學生吃下去，然後消化後變成學生自己的一部分還很遙遠呢。如

果要達到如此之目的，我們在實踐中還必須對此做進一步的工作。 

1. 教師在呈現給學生數學美的知識之後，還須從學生的實際出發進一

步講解其特性，突出其特點。 

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原因是很多的教學實踐證明，這樣可以使學生

認識到這項知識和其他知識的不同，可以使學生理解其存在和學習的必要

性，從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調動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特別是我們在講

解的時候，注意聯繫生活，從學生熟悉的實例開始，還能使學生感到學習

這項知識的樂趣和價值。在此基礎上，如果再輔助以我們常用的數學美的

介紹，由此，必定可以使學生產生對此內容的審美意向，也就是學生願意

瞭解其中的美，渴望探討其中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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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前面提到畢氏定理的教學，如果我們在教學的時候，通過分析、

比較等方法，突出其特點，並且使其聯繫到學生熟悉的三角旗、三角支架

和三角板等日常事物，學生必定能感到它有價值，願意學習，從心裏願意

接受其中的數學道理。這時，如果我們再輔之以告訴學生這個定理在數學

中實際上是很美的，古希臘的大數學家畢達哥拉斯曾為此興奮不已，歷史

上很多數學家都曾為之奉獻了大量心血，等等，那麼學生一定會渴望學習

其中的美，也願意探討和接受其中之美的。 

而由前面的理論我們知道，將含有數學美的數學知識從客觀物體變成

學生的審美物件，使學生有審美意向這一步又是不可豁缺的，所以，將含

有數學美的數學知識呈現給學生之後，還應進一步解釋，使學生知道其特

點。 

2. 注重讓學生對數學知識進行深入思考和廣泛探究。 

從前面闡述的理論我們知道，一項數學知識能否成為學生眼中美的事

物，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學生的加工。沒有學生對數學知識的加工，意

向性的建構過程是不能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學生很好的加工呢？現代認知

心理學告訴我們，讓學生深入探討學習過的知識，利用自己已有的知識去

研究是個很好的策略。這樣，學生產生了審美意向之後，教師順其自然，

引導其按照自己的興趣對這個問題繼續學習和探討，學生一定會有更多的

收穫，對數學美也一定有更多的體會。 

還比如畢氏定理的學習，在前面老師的恰當引導和學生掌握了其基本

內容之後，此時如果教師能趁機引導學生進一步探討與之有關的問題，比

如，什麼樣的三角形有關係：a3 + b3 = c3，什麼樣的三角形有關係：a4 + b4 
= c4，……，如果沒有的話，什麼樣的圖形的邊之間有這種類似的關係；同

樣是三角形，鈍角三角形三邊是什麼關係？銳角三角形三邊又是什麼關

係？這個關係式和費爾瑪大定理之間有什麼關係？等等。在探討了這些問

題之後，學生回過頭來必定對畢氏定理有一個新的認識，對其有一種更加

親切和欣喜的感受。因為通過深入而廣泛的探討之後，學生會發現，其實

只有直角三角形有這樣的關係，它是那麼獨特和不可思議。這個時候，必

定有不少學生開始逐漸地理解其美妙了，有的學生此時對其開始愛不釋手

了也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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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引導學生對含有數學美的知識進行廣泛應用。 

數學美之所以被人們認識並且欣賞，一個原因是其揭示了自然界很多

深層次的規律，集中反映了自然界中矛盾的對立統一。比如畢氏定理，它

給出的關係式只有直角三角形的三邊能滿足，鈍角和銳角的都不能滿

足 —— 無論它們多麼靠近直角三角形。反之，在關係式an + bn = cn中，只

有當 n = 2 時，它們構成的三角形才是直角三角形。這充分說明了其獨特

性，是各種矛盾的對立統一。第二個原因就是其具有廣泛的應用性，能夠

適用於生活的很多方面，能解決很多生活和生產方面的問題。還比如畢氏

定理，古時候人們就認識到它的很多用途，周朝的商高曾說過：「平矩以正

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7]」

這表面上是在讚揚三角板，實際上是在講畢氏定理的用途。後來人們不僅

用畢氏定理來測遠、測高、測深等，還用來測天量地，用來研究宇宙等。

清朝數學家梅文鼎曾說過西方的三角等知識無非是於中「求勾股」罷了。

能體現數學美的知識如果沒有使用價值，其美的程度將大打折扣。事實上

縱觀數學歷史，越能體現數學美的知識其使用價值就越大越廣泛。 

由此，為了使學生更加深刻的理解數學知識，更好的理解其中的數學

美，除了前兩項措施外，還應當引導他們廣泛的應用這些知識，瞭解其實

際應用價值。當學生深刻理解了數學知識的價值，數學美的認識對他們來

講也就是不言而喻的了。我的一位學生，曾經有一段時間總是對方程的知

識讚不絕口。我就問他為什麼，他說方程能解決很多問題，又快又方便。

特別是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一些題目。原來沒有學方程的時候，使用綜合算

術的方法很傷腦筋，有的時候花了很長時間列了一個很複雜的式子，最後

算出的結果還不一定是對的，可用方程的方法就非常簡單了 —— 列出未

知數，找出關係式，然後按部就班的解就是了，最後結果也基本上是正確

的 —— 即省了心又省了力。從這裏可以看出來，讓學生動手去使用知識

解決實際問題，通過解決問題來進一步理解其奧妙，是轉變學生對數學的

態度，使其深刻理解數學美的有效措施。 

四、結束語 
數學美是數學教學的重要內容，如何在教學中使學生理解和掌握數學

美呢？這要依據一般的審美原理。數學美雖與一般的美有所不同，但在審

美活動中所遵循的原則還是一樣的。根據審美原理，數學教學中，不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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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數學中能體現數學美的例子找出來呈現給學生就結束了，除此之外，

還應當結合學生的實際生活和知識情況，給學生進行深入的講解，使學生

理解其中的道理，初步懂得其中的獨特性，然後再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和廣

泛探討，讓學生深切體會其特點，領略其中包含的矛盾對立統一性。最後，

還要讓學生使用這些知識去廣泛解決實際問題。數學美的一個表現就是其

能很好的巧妙的解決問題。通過讓學生解決問題，可使學生深刻體會其重

要價值，從而可以使學生在數學的價值中找到美的極大亮點。不過，在這

個過程中，無論是教師講解的時候，還是學生探討和應用的時候，教師都

要堅持學生為主的態度，要讓學生多參與，多思考，多動手，只有這樣才

能使學生有深切的體會，才能對其更好的加工。在審美的過程中，雖然有

「美感移情」的說法，但那卻是短暫的和膚淺的，只有主體自己的參與和

加工才能得到真正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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