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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程，从 2001 年 2 月开设，至今

已经 10 年了．数学文化课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取得了一

些成绩，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那么，数学文化课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呢？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真和善又都导致美．美，具有文

化的属性，而数学科学是美的．数学文化课，要让学生感悟

数学的美．数学的美，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表现在数学的

本质上，表现在数学的思想、精神上．所以，我决定讲这样

一个题目——“数学的美，在于数学思想深刻之美”． 

1  黄金分割点的再生性 

一般讲到“黄金分割”的美，都会说到它体现了外观的

美、形式的美，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并且还用人体各部分

的比，著名建筑物中各部分的比，美观矩形的宽长比，风景

照片中地平线位置的安排，正五角星中的线段比，舞台报幕

者的最佳站位等，来说明 0.618 这一分割点的美．那么，为

什么不是 0.5 的分割点为“恰到好处的和谐”，让人感觉愉

悦，而是 0.618 的分割点让人感觉愉悦呢？ 

在这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逐渐感觉到，黄金分割点的

再生性，很可能是“黄金分割”美的数学依据．华罗庚先生 

证明了，黄金分割点 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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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再生性． 

根据黄金分割点的再生性，华罗庚先生设计了一种直观

的优选法——“折纸法”，在全国推广． 

0.618 这个“黄金分割点”能产生“优选法”，这告诉我

们，美的东西与有用的东西之间，常常是有联系的． 

2  “等于”的思想 

世界上的任何两件事物，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完

全一样，那就是同一件事物了．所以，“等于”的思想，把

不同的两件事物看作相同，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这是数学

发生、发展的基础．为了“看作相同”，在使用“等于”时，

当然要抓住事物本质的部分，而扬弃某些非本质的部分． 

数学文化课，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数学，应该引导学生重

视“等于”，并且与学生一起，共同找出“等于”的实质，

那就是事物之间满足“反身性”、“对称性”和“传递性”的

一种“关系”．它的推广，就是“等价关系”．利用等价关系

对事物分类，就有了对集合的“分划”，就产生了“等价类”

的概念． 

3  “逼近”的思想 

数学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上刻画和反映客观世界，当

然希望准确地刻画和反映．但是，客观世界是纷繁复杂的，

人们未必能够一上来就十分准确地刻画，所以就有一个“逐

步准确”的过程，就产生了“逼近”的思想，就有了“以简

代繁”的手段，就出现了数学“以简驭繁”的效果． 

这种“逼近”的思想，也是非常深刻的数学思想．古希

腊阿基米德的“穷竭法”，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

牛顿“微分学”中的“舍去高阶无穷小”，都是“逼近”思

想的具体运用． 

上面谈到的这些数学思想，都让人感悟到数学的伟大，

感悟到数学之美．所以说，“数学的美，在于数学思想深刻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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