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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发布,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逐渐成为教育界的新焦点。在

新课标中明确提出审美能力的提升对核心素养的培养必不可少,因此将数学美学融入到高中数学教学

中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探讨数学美的内涵、产生机制,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多样化的应用方式。通

过分析数学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简洁美、对称美、周期美和奇异美,阐述如何将这些美的元素融入教学

过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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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focu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it is explicitly sta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aesthetic ability i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therefore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aesthetics into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essential.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mathematical beauty, its importance in 

teaching, and its diverse application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mathematical beauty, 

such as simplicity, symmetry, periodicity, and singulari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how to integrate these 

beautifu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stimulat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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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不仅是逻辑与推理的殿堂,更是美的集大成者。在高

中数学教学中,数学美学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学生思

维的大门,激发他们对数学知识的热爱与探索。然而,在传统的

教学模式中,数学美学的价值常常被忽视,学生们在枯燥的公式

与定理中艰难前行。因此,深入探讨数学美学的内涵、产生机制、

在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学美的内涵 

1.1简洁美 

数学的简洁美,源于其内在的逻辑性和抽象性,体现在其公

式、定理和概念的精炼与深刻之中。这种美,既是一种形式上的

简洁,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深刻,它让人们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描

述最复杂的现象,用最精炼的公式揭示最深刻的规律。 

首先,数学的简洁美体现在其符号和公式的精炼上。数学中

的符号和公式往往能够用极少的字符表达出丰富的含义。例如,

欧拉公式将数学中的五个基本常数0、1、i、e、π巧妙地联系

在了一起,展现出了数学符号的深刻内涵和强大力量。这种简

洁性不仅使得数学表达更加精炼,也使得数学推理更加严谨

和高效。 

其次,数学的简洁美还体现在其定理和概念的深刻性上。数

学中的定理和概念往往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揭示出深刻的数学规

律和思想。例如,勾股定理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

之间的关系,但其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几何和代数思想。 

所以数学的简洁美是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美,它体现了数学

的内在逻辑和抽象性,展示了数学符号、公式、定理和概念的精

炼与深刻。这种美不仅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也激发了

人们探索数学奥秘的热情和创造力。 

1.2对称美 

数学的对称美是一种深刻而独特的审美体验,它体现在数

学结构的平衡、和谐与一致性中。对称美不仅在数学内部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现实生活、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也具有广

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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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学的对称美体现在几何图形上。例如,圆形、正方

形、等边三角形等都具有明显的对称性。这些图形的对称性使

得它们在视觉上更加和谐、美观。此外,对称性还使得这些图形

在数学性质上具有一些独特的规律,如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恒

为π,正方形的四条边长度相等。 

其次,数学的对称美还体现在代数和函数中。例如,二次函

数的图像关于其对称轴对称,这种对称性使得我们可以更容易

地研究函数的性质。此外,对称性在复数等领域中也有广泛的

应用。 

总之,数学的对称美是一种深刻而独特的审美体验,它体现

了数学结构的平衡、和谐与一致性。通过欣赏和研究数学的对

称美,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数学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可以将

这种美应用到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中。 

1.3周期美 

数学的周期美,是一种独特而引人入胜的美学体验,它深深

植根于数学的结构和规律之中,展现出一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的和谐与美感。 

首先,数学的周期美在数列和函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

如,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它们按照固定的规律进行增减或乘除,

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变化模式。这种周期性不仅使得数列的规

律变得清晰明了,也让我们能够预测数列发展趋势。同样,在函

数中,周期函数如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等,它们的图像呈现出一

种周期性的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具有美感,也揭示了自然界中许

多周期性现象的数学本质。 

所以数学的周期美是一种独特而引人入胜的美学体验,它

体现了数学结构和规律中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和谐与美感。

通过欣赏和研究数学的周期美,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数学的

本质和规律,同时也可以将这种美应用到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

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和便利。 

1.4奇异美 

数学的奇异美体现在其深邃、独特和令人惊叹的特质中。

这种美不仅在于其精确和严谨的逻辑结构,更在于其揭示出的

宇宙间隐藏的规律和秩序。 

首先,数学的奇异美体现在其无尽的探索与发现中。数学是

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领域,新的定理、公式和概念不断涌现,

不断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其次,数学的奇异美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中。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还让我

们领略到数学思维的独特魅力。同时,数学的方法论也充满了奇

异之美,如反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它们以独特的方式揭示

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 

总之,数学的奇异美是一种深邃而独特的美,它体现在数学

的探索与发现、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以及

激发人类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等多个方面。这种美不仅让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还激发着我们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和

奥秘。 

2 数学美的产生机制 

根据美学理论,美的产生需要内外两个条件：外在条件为拥

有健全生理的审美主体以及被审美的对象；内在条件为审美对

象能呈现出周期性、规律性等特征。 

因此,美的产生的过程首先是审美主体接触到审美对象,对

审美对象进行感知；然后,在大脑中形成初步的认知图式,结合

自身的情感产生联想以及想象,并加工改造成新的认知图式,形

成新的理解；最后,审美主体的情感在不断的联想以及理解后,

到达最高峰。 

数学美是美感的一种,只不过其审美对象为相对应的数学

知识。因此参考美感的形成过程,数学美感的产生过程首先,审

美主体接触到相应的数学知识等内容,并且经过一系列的想象、

理解之后,情感不断升华,最终发自内心的产生愉快、陶醉的感

觉,产生数学美感。 

3 数学美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巧妙设计教学导入 

好的教学导入能够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好奇心,为整堂课的成功奠定基础。在数学教学中,可

以运用数学美学来设计引人入胜的导入环节。 

(1)故事引入：讲述与数学相关的有趣故事或历史典故。例

如,在等差数列前n项和的教学中,通过介绍数学家高斯小时候

快速计算1到100之和的故事,展现数学思维的巧妙和智慧之美,

引发学生的思考。 

(2)生活实例：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中选取具有数学美

的例子。比如,在函数奇偶性的教学中,先通过展示建筑中的

对称图案,引导学生思考函数图像的对称性,进而导入函数的

奇偶性。 

(3)多媒体展示：利用图片、视频或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呈

现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数学美学现象。如基本不等式教学时,

播放三维动画,实现基本不等式“升维”的学习。 

3.2挖掘教材中的美学素材 

深入研究教材,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各种美学因素,如简洁

美、对称美、周期美、奇异美等,并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展示

和强调这些美学特征。 

(1)简洁美的体现：例如,公式、定理的简洁表达,用简单的

形式概括复杂的关系。如在讲解线面平行的判定时,强调其简洁

性所带来的美感和高效性。 

(2)对称美的展示：几何图形中的对称性质、代数表达式中

的对称结构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正弦定理的教学中,引导学生

观察和欣赏公式的对称美,探讨其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3)周期美的揭示：不同数学概念或方法之间的周期性,如

三角函数与复数的学习,展示周期性,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内在

逻辑性和连贯性。 

(4)奇异美的分享：一些特殊的数学现象、独特的解题方法

等所呈现出的奇异美。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鼓励他们

去发现和创造奇异之美。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6 

Modern Education Forum 

3.3组织小组合作探究 

安排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共同探讨具有美学价值的数

学问题或任务。 

(1)分组讨论：给出一些具有多种解法或需要深入探讨的数

学问题,让小组学生共同思考、交流,分享各自的观点和方法。

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可以互相启发,发现不同的数学美和思维方

式。如斐波那契数列在自然界中的体现,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其应

用,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体现与应用。 

(2)合作项目：布置一些小组合作完成的数学项目,如在建

立函数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教学过程,教师让学生合作共同完成

一个项目。通过合作,学生能够体验到团队协作的乐趣,同时也

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和创造数学美。 

4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美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具有深远的

意义和显著的效果。通过将数学美学融入教学实践,为学生打开

了一扇全新的数学学习之窗,学生在领略数学之美的同时,激发

了学习兴趣,提升了思维能力,培养了审美意识。 

相信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教学实践的持续推进,数

学美学将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全面素养的新一代人才贡献更多的力量。让我们共同努

力,让数学之美在高中课堂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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