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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以《神奇的莫比乌斯带》一课为例 
薛友朋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万州  404020)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文化应当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渗透
在整套教材中。为此，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数学文化资源，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结合数学文化相关理论，并以《神奇的
莫比乌斯带》一课的教学设计作为案例，本研究认为教师可以通过融入数学史，开展探究活动和建立三重联系三个方面，使学生感
受数学的神奇与魅力，感悟数学思想，体会数学内部、数学与生活或其他学科的多种联系，从而实现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的渗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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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数学是

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文化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
应渗透在整套教材中。为此，教材可以适时地介绍有关背景知
识，包括数学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应用、以及数学发展史的有关
材料，帮助学生了解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数学的作用，激发学习
数学的兴趣，感受数学家治学的严谨，欣赏数学的优美。”[1]

从中可以发现，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数学文化是指人类在数学行为活动的过程
中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产品是指数学命题、数
学方法、数学问题和数学语言等知识性成分；而精神产品是指
数学思想、数学意识、数学精神和数学美等观念性成分。[2]因此，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还应从数学文化的
视角看待数学和进行课堂教学，关注数学史、数学思想和数学
美等观念性成分，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相关资源，渗透数学文
化。那么应如何渗透数学文化呢？下面以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神
奇的莫比乌斯带》的教学为例谈谈几点具体思考。 

一、激发学习兴趣，融入数学史 
数学文化的渗透离不开数学史的学习，数学史不仅能够帮

助学生了解知识的来源，拓宽学生的视野，还能让学生感受到
数学是鲜活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而不仅是定义、命题
和公式。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供数学史相关的阅读资料，营造探究氛围。 

在课程开始时，教师通过讲述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莫
比乌斯带的轶事，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莫比乌斯在 1858 年
的一次偶然机会中，将纸条扭转 180 度后粘接，从而发现了这
个具有神奇特性的纸带圈。教师生动地描述当时的场景，让学
生仿佛置身于莫比乌斯的发现之旅中，感受数学家敏锐的观察
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紧接着，教师提出一个谜题挑战：“现
在老师这里有一张普通的纸条，假设在纸条的一面有面包屑，
而一只小蚂蚁在纸条的另一面，要求小蚂蚁不翻越纸条的边缘，
就能吃到面包屑，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实现吗？” 这个看似 “不
可能完成” 的任务瞬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们开始积极思
考，提出各种猜想和假设。有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折叠纸条来
实现，有的学生则提出将纸条剪开再重新拼接的想法，但都无
法确定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 。 

教学中教师从一个故事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
他们的认知冲突和探究欲望，在此基础上这样自然地融入莫比
乌斯带的数学史，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同时，在融入数学史时，
不应满足于简单地告知相关史实，还应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疑
问，带着问题去思考和探究，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数学史的学习
深度。 

二、经历探究过程，体会数学思想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数学核心素养

培养的关键。学生可以通过自主探究，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体会数学思想方法，同时体会到数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需要经历不断的猜想验证，然后得到结论。 

在学生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教师引导学生进入动手制作环
节。学生们拿出准备好的长方形纸条、剪刀和胶水，开始制作
普通纸环和莫比乌斯带。教师在教室里巡回指导，帮助学生解
决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纸条扭转角度不准确、粘接不牢
固等 。制作完成后，学生们开始仔细观察普通纸环和莫比乌斯
带，比较它们的外观和结构。他们发现普通纸环有两个明显的
面和两条边，而莫比乌斯带看起来似乎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
但又有些疑惑，不确定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为了验证自己的
猜想，学生们开始进行实验验证 。首先进行连续画线实验，学
生们用彩笔在普通纸环和莫比乌斯带上分别选取一点开始画
线。在普通纸环上，当彩笔沿着一个面画到边缘时，就无法继
续在同一个面上延伸；而在莫比乌斯带上，彩笔沿着纸条画了
一圈后，竟然回到了起点，且整个纸条都被画上了线，这表明
莫比乌斯带确实只有一个面 。接着进行剪裁实验，学生们先用
剪刀沿着普通纸环的中线剪开，结果得到了两个同样大小的纸
环。然后，他们带着好奇和期待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沿着莫比
乌斯带的中线剪开。当剪刀剪开莫比乌斯带的那一刻，学生们
发出了惊讶的声音，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两个纸环，而是得到
了一个更大的纸环，这个结果与他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为了进
一步探索莫比乌斯带的奥秘，学生们又将纸条平均分成三份、
四份，制作成莫比乌斯带后再沿线剪开。他们发现，平均分成
三份的莫比乌斯带沿线剪开后变成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平
均分成四份的莫比乌斯带沿线剪开后变成一个大圈套着两个小
圈。这些意外的发现让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积极地与小组成
员交流自己的发现和感受，共同探讨其中的数学原理 。 

莫比乌斯带的一个重要魅力，就是它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
的想象，它是平面图形弯曲后得到的，所以原来学生对于图形
的认知将会被不断打破。学生在自主探究中，通过一次次猜想
验证，发现莫比乌斯带的确是一个面一条边，而沿 2

1
剪开后却

不是一个莫比乌斯环，沿
3
1 后又变成两个环套一起，而且其中

只有一个是莫比乌斯圈，沿着
4
1 剪又发生了改变，正是这样的

探究过程学生感受到数学的神奇魅力。 

三、建立三重联系，感悟数学魅力 
这里的“三重”联系是指数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数学内

部、数学与其他学科等的联系，正是在这些多方面的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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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数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感受到数学美，
体会到它的神奇与魅力。 

在学生深入探究了莫比乌斯带的特性后，教师开始展示生
活中的应用实例，拓宽学生的数学视野。教师通过图片和视频
展示打印机色带、过山车轨道等。在介绍打印机色带时，教师
解释说：“打印机的色带采用莫比乌斯带的结构，这样可以使色
带的两个面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大大延长了色带的使用寿命。”
学生们听后，纷纷感叹数学在生活中的巧妙应用。 

在介绍过山车轨道时，教师指出：“过山车的轨道设计借鉴
了莫比乌斯带的特性，让过山车能够在轨道的两面行驶，增加
了过山车的趣味性和刺激性。” 学生们联想到自己乘坐过山车
时的惊险体验，对莫比乌斯带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有了更直观
的认识 。随后，教师展示埃舍尔的《莫比乌斯带 II》，引导学
生欣赏作品中天使和恶魔沿着莫比乌斯带排列的奇妙画面。教
师提问：“同学们，在这幅作品中，天使和恶魔沿着莫比乌斯带
排列，你们能从数学和艺术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学生
们积极发言，有的学生说：“从数学角度看，莫比乌斯带的无限
循环特性让天使和恶魔的排列充满了神秘感。” 有的学生说：
“从艺术角度看，黑白对比的色调和独特的构图，使作品具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 

莫比乌斯带由于其本身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在绘画、建筑、
数学等多种学科中都得到研究和运用，是学生感受“三重”联
系的一个载体。莫比乌斯带是在五单元《平行四边形与梯形》
的最后一课，学生在学习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这些二维平面图

形后，容易形成图形都是在平面上的思维定式，而莫比乌斯带
作为典型的拓扑图形，突破了学生原有的认知，学生发现到图
形也可以被弯曲，二维和一维联系起来，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得
它在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这也是它独特魅力所在。 

总之，数学文化对于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价
值和意义，教师在教学中应灵活运用多种手段渗透数学文化，
让学生感到数学的神奇和魅力，感受到数学思想的广泛运用，
感受到数学也拥有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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