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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画五角星谈起，通过具体的数学教学案例，说明核心素养不是强加于课程之

外的额外负担和无病呻吟．而应该渗透在具体数学内容的教学过程中，成为引导学生理解和应

用数学知识的指路明灯和导航仪．

数学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对核心素养

的阐述：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数学课程目标的集中体

现，是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思维品质、关键能力以

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在数学学习

和应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其中所说的关键能力、思维品质都是潜力，学

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包括考试成绩和

工作业绩）都是潜力的实现．
人的大脑指挥四肢，诸葛亮指挥关羽张飞，核

心素养好比大脑和诸葛亮，它的作用是指挥解 决

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
如果核心素养是在教师原来的教学和学生的

学习之外另外追加的新内容，甚至是取代 “应试

教育”的“素质教育”，就好比让诸葛亮代替关羽张

飞，自己挥舞大刀或长矛上战场，必败无疑．
我把以上意见发表到微信群中与中学教师讨

论，有人反驳说我这个 “用核心素养指挥课堂而

不是代替课堂”的说法是偷梁换柱，篡改了核心素

养的本意．我特意查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中关于核心素养的论述，发现他只是指了目标 和

方向，并没有具体规定每一节课的内容该怎么上．
好比他给你派任务修房子，却并没有给你修好 房

子，当然也就没有梁没有柱，我也就无 梁 可 偷，无

柱可换．课标中的叙述至多算是画了一个图纸．甚
至连图纸都没有画，只是提出一些要求，要具有什

么功能，达 到 什 么 质 量 标 准．“房 子”谁 来 修？不

能等制定课程标准的专家来修，需要你按照他 的

要求自己修．修得好不好，除了按照他的要求来检

验，更权威的检验是你使用的效果．住起来是否方

便，是否舒服．如果房子垮了压死了 人，该 追 究 谁

的责任？如果大家修的房子都达到他的要求却垮

了，制定标准的专家有责任．如果别 人 的 都 没 垮，
你的垮了，就是你的责任了．也就是 说：核 心 素 养

对不对，执行得好不好，不由专家说 了 算，而 是 由

教书育人的效果来检验．
高中数学核心素养有六 条．我 们 看 他 到 底 要

求了什么：

　　一、数学创世纪

１．数学抽象：舍去事物的一切物理属性，得到

数学研究对象的思维过程．从事物的具体背 景 中

抽象出一般规律和结构，并且用数学符号或 者 数

学术语予以表征．
２．逻辑推理：从一些事实和命题出发，依据逻

辑规则推出一个命题的思维过程．
这两条核心素养讲的是：数学从何而来，数学

真理的标准怎样检验．
什么是抽象？抽 象 就 是 很 多 事 物 的 共 同 点，

很多不同现象的共同规律．核心素养第一条 数 学

抽象讲的 是 数 学 是 现 实 世 界 总 结 出 来 的 共 同 规

律．这是数学的根本起源．
第二条逻辑推理是由已经总结出来的规律推

出新的规律．这是数学生长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从
很少几条公理推出大量的定理．

打个比方：中国神话说人的起源是女娲造人，
女娲造得 太 累 了 就 不 造 了，让 人 自 己 繁 殖，人 生

人．数学抽象是现实世界产生数学，相当于女娲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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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逻辑推理相当于人生人．有一点差别是女娲死

了就再也不造人 了．而 造 数 学 的 女 娲———现 实 世

界却永远不死，继续造下去．不过，现实 中 新 造 出

来的数学不但要接受现实的检验，还要接受逻 辑

推理来检验，也就是用公理来检验．反 过 来，由 公

理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的定理也必须拿到现实世界

中去应用并接受检验．不仅检验了定理，也检验了

公理和逻辑推理的正确性．
这两条核心素养说清楚了数学是从现实世界

来，并且自己成长壮大．同时也就说清楚了数学不

是神仙皇帝或者某个权威凭自己意愿随心所欲创

造出来的．这符合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 的 幸 福，全

靠我们自己．”也符合老子说的“道法自然”，而 不

是道法权 威 或 道 法 皇 帝．这 条 核 心 素 养 唱 的 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 主

宰宇宙万物，全靠客观规律．”因此，老师讲解一个

数学定理或算法的时候，决不能说“听老师的就没

错．因为是某书上写了的，所以就没错．”也不能说

“听牛顿 的”，“听 高 斯 的”．定 理 或 算 法 之 所 以 正

确，不是因为它是牛顿、高斯发明的，而 是 要 把 牛

顿或高斯的理由拿来证明它没错．当我们学习 牛

顿高斯的论证过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查牛 顿

高斯是否正确．审查结束，那就不是牛顿高斯的真

理，而是宇宙的真理．哪怕牛顿高斯自己改变观点

承认自己错了，我们也不跟着他改变．这正如足球

场上的胜负是由进球决定的，大家都看得懂．马拉

多纳之所以赢了，不是因为他是马拉多纳，而是因

为他进了球．反过来，马拉多纳的球队如果没进球

而对方进了球，不用裁判来判，所有的人都知道马

拉多纳输了．
　　二、润物济苍生

３．数学建模：数学建模是对 现 实 问 题 进 行 数

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知识与方法

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的过程．主要包括：在实际情境

中从数学的视角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 析 问 题、
构建模型，求解结论，验证结果并改进 模 型，最 终

解决实际问题．数学模型构建了数学与外部世 界

的桥梁，是数学应用的重要形式．数学建模是应用

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手段，也是推动数学 发

展的动力．
这一条说的是数学的去向：解决实际问题．要

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就需要将实际问题 转 化

为数学问题，然后才能用数学中的现成工具 和 算

法来解决．数学建模的任务就是让数学的威 力 可

以到达现实世界，是沟通数学与现实世界的桥梁．
不仅是实际问题，即使是数学自身提出的理 论 问

题，也需要用现成的数学工具来解决这些不 现 成

的理论问题．得到的结论如果可以广泛应用，就成

为新的理论．用现成工具解决不现成的问题，这就

是数学建模．
既然数学建模是桥梁，就要看它沟通哪两岸．

彼岸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岸是解决问题需 要 的

工具．另外三项核心素养就是提供工具．
４．直观想象：借助几何直 观 和 空 间 想 象 感 知

事物的 形 态 与 变 化，利 用 图 形 理 解 和 解 决 数 学

问题．
５．数学运算：依据运算法则解决数学问题．
６．数据分析：针对研究对象获得相关数据，运

用统计方 法 对 数 据 中 的 有 用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和 推

断，形成知识．提升数据处理的能力，增 强 基 于 数

据表达现实问题的意识，养成通过数据思考 问 题

的习惯．
直观想象，数学 运 算，数 据 分 析 都 是 基 本 功，

解决问题的基本工具和基本武器．就好比关 羽 的

大刀，张飞的长矛．现在，批评“应试教育”成为一

种时髦，不过批评都是口头上的，行动上却都做得

很起劲．其实，“应试教育”有一个重要功劳不能抹

杀，那就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重视这三条

核心素养的培养．一方面是因为应试离不了 这 三

条核心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容易操作，哪怕

教师自己没有记熟背熟，只要督促学生死记 硬 背

勤学苦练，也能出效果．有点象巴甫 洛 夫 训 练 狗，
只要多次重复就形成条件反射．也象中国古 话 说

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严格说起

来，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基本功的熟练只达到 这 三

条核心素养的一半，或者只有一小半，只记住了数

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的现成法则，现成的几何 图 形

的形状，而这三条核心素养都还要求利用这 些 现

成法则来解决问题，那就不是巴甫洛夫的条 件 反

射或熟读唐诗三百首所能达到的了．不过，要用现

成法则解决不现成的问题，其实是数学建模 这 条

核心素养的要求．现成法则是有限多，可以通过强

化训练让学生全部记住，这就算是学会了．但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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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成法则解决不现成的问题，却无论怎么训 练

也不可能把学生教会，其实老师自己也没有学会．
这是因为，不现成的问题有无穷多，不管是考试的

问题，还是现实生活和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都
有无穷多，没有固定的方法，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找

出来，已经找出来的也不可能靠死记硬背掌握．正
如围棋的棋经所说的“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学围

棋先学规则，规则很简单，围棋开局还有一些定式

可以背熟并在开局时依样画葫芦加以应用，这 就

是“始以正合”，类似于老师训练学生掌握基本运

算法则．但是只记住了定式并不能赢棋，后面的走

法就没有葫芦可以照着画，只能自己自由发挥，这
就是“终以奇胜”．为了提高下棋水平，你可以学习

别人的经验，可以看棋谱．但在下棋的时候决不可

能把棋谱当成葫芦来照着画，按照棋谱来走棋．因
为每一局棋都是新的，不可能照着走．棋谱只是起

示范和参考作用，至于你能够参考到多少，那就没

有一定 之 规，看 各 人 的 悟 性 了．“世 事 如 棋 局 局

新”，数学建模也是这样，用现成的知识解决不 现

成的问 题，不 现 成 的 问 题 也 是 “局 局 新”，只 能

“终以奇胜”，谁也把你教不会．书上的案例，老 师

的讲解，也只是棋谱，只能起示范和参 考 作 用，你

能 从 中 学 到 多 少，只 能 “师 傅 领 进 门，修 行 靠

各人．”
所以，我认为 核 心 素 养 不 是 颠 覆 和 取 代 “应

试教育”，正如诸葛亮不能取代关羽张飞，而是 指

挥关羽张飞．关羽张飞离不了大刀长矛，正如 “素

质教育”离不了基本功的训练．而且，“应试教育”
训练出来的基本功也是核心素养的组成部分．反

过来，只有大刀长矛，没有人去使用，大 刀 长 矛 就

只是两块铁，不能自己飞起来打仗．让阿斗或诸葛

亮去使用，即 使 能 打 仗，也 达 不 到 关 羽 张 飞 的 水

平．同样地，只是训练了基本功，不会数学建模，不
会用基本功来解决问题，考试就不能得高分，工作

就不能做出好的成绩．严格说起来，数学建模不能

说会还是不会，没有人完全会，大多数学生也不是

完全不会，只有水平高低的差别．因此，不 是 要 学

会数学建模，而是要提高数学建模的能力和水平．
前两条核心素养是从无到 有 产 生 数 学，从 少

到多发展数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数 学

建模．得到的产品就是数学知识，组成强大的工具

库供人类拿去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核心素养就是

两件事 ：１．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作为工具．２．
利用这些工具去解决新的问题．

教学案例

一、我的教学生涯：从画五角星开始

１９６５年我高中毕业，看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招生广告上华罗庚给数学系一年级本科生上课

的照片，就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希望

跟着华罗庚成为数学家．１９７０年大学毕业，却被

分配到大巴山区去教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我 从

小学中学到大学突出的优点是学习成绩好，突 出

的缺点是不会讲话，笨嘴拙舌．笨嘴拙舌怎么能当

好教师呢？再加上山区的小孩基础 差，名 义 上 是

初中班，大 部 分 学 生 算１
２＋

１
３

等 于２
５．

这 样 的 基

础，怎么学懂初中数学？

正当我茫然无策的时候，学 生 的 一 个 发 现 带

来了柳暗花明．他们发现我有一个神奇的本事：画
五角星比他们画得好．他们画的五角星是歪的，左
右两肩膀不一样高．我画的五角星不但左右 对 称

端正，而且无论怎样旋转仍然对称．他们觉得我这

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太神奇了．我受到启发，下一

节课就教画五角星．
例１　利用圆规、直尺、量角器画五角星．
解　利用圆规画圆．再利 用 量 角 器 五 等 分 圆

周：３６０÷５＝７２°．
利用量角器画圆心角∠ＡＯＢ＝７２°．在圆周上

依次截 取ＡＢ＝ＢＣ＝ＣＤ＝ＤＥ．连 接 ＡＣ，ＣＥ，

ＥＢ，ＢＤ，ＤＡ即得五角星．如图１．

图１

一节课４５分钟，学生全学会了．
达到了什么教学效果？

（１）学会了画五角星．
（２）基本功：初中几何本来就应该教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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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规画圆，了解周角等于３６０°，使用量角器量角，
等分圆周．这 些 都 是 基 本 功．如 果 一 项 一 项 分 别

教，枯燥无味．通过画五角星，全都学会了．培养了

核心素养第４条直观想象能力，第５条数学运算

能力．而且，利用简单的计算和画图工具这些现成

知识解决画五角星这个实际问题，也是数学建 模

的一个示范案例．
（３）真理检验标准：五角星是否端 正，不 需 要

专家和领导来检验，每个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来，更
精确的检验可以用刻度尺或圆规或量角器来度量

五角星的各边长、各角的度数是否相等，人人都能

检验，这就暗中颠覆了他们经验中或心目中真 理

由权威或权力说了算的观念，接受了一次“真理面

前人人平等”，“道法自然”的教育．这也是前两条

核心素养体现的观点．
（４）数学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节课 之 前，学 生

还认为画五角星的本领是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

生”的特殊身份特有的，对他们这些山村小孩是高

不可攀的．一节课的功夫，他们就攀上 来 了，发 现

并不神秘，与身份无关，人人都可以学 会．我 画 五

角星我做主，不求神仙不求人．这个小小的例子使

他们爱上了数学．原因在于，数学面前 人 人 平 等，
能学多少学多少，不必去搞歪门邪道．这已经超越

了数学核心素养的范围，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 的

培养．
以上这些话不是讲给学生 听 的，学 生 只 要 实

际上有这些收获就行了，更不能出成考试题让 学

生按照标准答案来回答．我把它们总结出来讲 给

老师听，也不是为了让老师们去宣传，而是让老师

们心里明白，核心素养不是另外贴的标签，而是在

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润物细无声”．
后来给学生讲了三角函数，就 改 为 不 用 量 角

器而用刻度尺画五角星．
例２　利用圆规和刻度尺画五角星．
解　先利 用 三 角 函 数 算 出 圆 周 角∠ＡＯＢ＝

７２°．所对的弦长ＡＢ．

如图１．弦长ＡＢ＝２ｓｉｎ １２∠（ ）ＡＯＢ ＝２ｓｉｎ３６°

≈２×０．５８７８＝１．１７５６．
以单位长ＯＡ＝１为半径画圆．用圆规在刻度

尺上量出长度１．１７５６．
在圆上依次截 取 ＡＢ＝１．１７５６＝ＢＣ＝ＣＤ＝

ＤＥ得到五角星各顶点，连接成五角星．
例２培养的核心素养是 三 角 函 数 的 应 用，是

第５条核心素养数学运算的要求．借助于画图来

加深对三角函数的理解，是第４条核心素养直观

想象的要求．同一个问题画五角星用不同的 方 法

来做，是数学建模的重要特点，让学 生 见 识 一 下，
不要死记硬背现成作图法，习惯于用不同知 识 解

决问题．
二、左转两番演示平方得负

初中 数 学 引 入 了 负 数 表 示 相 反 方 向 的 量．
（－１）＋（－１）＝－２容 易 理 解：先 退 一 步 再 退 一

步，总共退了两步．这是用物体运动的模型来解释

代数运算，也是代数运算的数学模型．千万不要教

学生：这是书上讲的，把它背熟．
相比起来，负数乘法 （－１）×（－１）＝＋１对

很多人就难于理解了．能不能也用物体运动 的 模

型来解释？我在教初中的时候编了 两 句 顺 口 溜，
用运动模型解释负数的加法与乘法：

退步再退步，负 加 负 更 负．后 转 两 次 转 向 前，
负负为正很显然．

退步再退步，解释负数的加法．比如 （－３）＋
（－２）就是先退３步再退２步，共退了５步，就是

（－３）＋（－２）＝－５，“更负”就是退得更多．
乘－１表示向后转，旋转１８０°．（－１）×（－１）

就是连乘两个－１，后转两次，转两个１８０°，一共转

了３６０°，仍然面朝前方，恢复原来的方向，相当于

乘１，这 就 解 释 了 （－１）×（－１）＝１．也 就 是

（－１）２＝１．
既然－１的平方是转两个１８０°，那 么 －１平

方根就是转半个１８０°，也就是转９０°．高中数学强

行规定一个符号ｉ代表－１的平方根．大部分学生

也不觉得不对，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对强 词 夺

理习以为常了，觉得书上就是可以不讲道理 随 便

规定．如果有的 学 生 提 出 疑 问：“以 前 说－１没 有

平方根，现在怎么又可以规定出一 个 平 方 根 了．”
很多老师也许会批评这个学生：“听书上的，不要

胡思乱想．”但是，如 果 用 运 动 模 型 让 乘－１刻 画

旋转１８０°，再规定 一 个 符 号ｉ代 表 旋 转９０°，很 自

然就有ｉ　２＝－１，代表 的 运 动 模 型 是：连 续 旋 转 两

个９０°就 是 旋 转１８０°．我 把 这 个 模 型 也 编 成 顺

口溜：
平方得负岂荒唐，左转两番朝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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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就是 逆 时 针 方 向 旋 转９０°，用ｉ表 示，
左转两番就是ｉ　２＝－１．右 转 两 番 也 是 朝 后 方，表

示 （－ｉ）２＝－１，－ｉ是－１的另一个平方根．
由“左转两 番 朝 后 方”的 现 象 出 发，用ｉ表 示

“左转”这个动作，得出它的性质ｉ　２＝－１，这 是 通

过数学抽象引入虚数单位ｉ．
这样来理解ｉ　２＝－１，也 是“利 用 图 形 理 解 和

解决数学问题”，培养直观想象的核心素养．
三、尺规作图画五角星

例３　不用量角器，不查三角函数表，利用圆

规和直尺画五角星．
分析　如 果 能 够 不 查 三 角 函 数 表 直 接 算 出

ｃｏｓ　７２°，就 能 够 在 单 位 圆 的 半 径 ＯＡ 上 截 取ＯＦ
＝ｃｏｓ　７２°，如图２．再作ＯＡ的垂线ＦＢ 交圆周于

Ｂ 得到圆心角 ∠ＡＯＢ＝７２°．

图２

将平面上的向量用复数表 示．五 角 星 有 一 个

顶点Ａ在正上方，我们将 →ＯＡ＝（１，０）取作实数正

方向上的单位向量，表示实数１　． →ＯＡ沿逆时针方

向旋转９０°得到的 →ＯＨ＝（０，１）表示虚数单位ｉ，如
图２．则 →ＯＡ旋转７２°得到的 →ＯＢ＝（ｃｏｓ　７２°，ｓｉｎ　７２°）
表示ω＝ｃｏｓ　７２°＋ｉ　ｓｉｎ　７２°．用ω乘１就表示将１
代表的向量 →ＯＡ旋 转７２°，将 这 个 旋 转 动 作 重 复５
次，就是用ω５ 乘１，总效果是旋转７２°×５＝３６０°，

ＯＡ转了一圈回到原来的位置ＯＡ．这说明

ω５＝（ｃｏｓ　７２°＋ｉ　ｓｉｎ　７２°）５

＝ｃｏｓ（５×７２°）＋ｉ　ｓｉｎ（５×７２°）

＝ｃｏｓ　３６０°＋ｉ　ｓｉｎ　３６０°
＝１

ω是方程ｘ５＝１的根．它的整数次幂ωｋ＝ｃｏｓ（７２°
·ｋ）＋ｉ　ｓｉｎ（７２°ｋ）满 足（ωｋ）５＝（ω５）ｋ＝１ｋ＝１，都

是方程ｘ５＝１的 根．取ｋ＝０，１，２，３，４得 到５
个不同的根，它们代表的点Ａ，Ｂ，Ｃ，Ｄ，Ｅ就是

所要作的五角星的５个顶点．
将旋转９０°用字母ｉ表示，得到了ｉ　２＝－１，这

是利用旋转模型引入新的数学概念，是数学抽象．
同样利用旋转模型，得到了代表旋转７２°的复数ω
＝ｃｏｓ　７２°＋ｉ　ｓｉｎ　７２°，进而得到了ω５＝１．同理可

以得到表示旋转任意角α的复数ｃｏｓα＋ｉ　ｓｉｎα，
它的ｎ次幂就是旋转ｎα，由此得到新的数学公式

（ｃｏｓα＋ｉ　ｓｉｎα）ｎ＝ｃｏｓ　ｎα＋ｉ　ｓｉｎ　ｎα
（棣美弗公式）

取ｎα＝２ｋπ（ｋ为整数）得到

ｃｏｓ２ｋπｎ ＋ｉ　ｓｉｎ
２ｋπ（ ）ｎ

ｎ

＝１

取ｋ＝０，１，２，…，ｎ－１就得到方程ｘｎ＝１的全

部ｎ个 不 同 的 复 数 根，称 为ｎ次 单 位 根．它 们 在

复平面上代表的点就是单位圆内接正ｎ边形的ｎ
个顶点．

这是利用数学建模解决 新 问 题、发 明 新 公 式

的又一个范例．
解　复数ω＝ｃｏｓ　７２°＋ｉ　ｓｉｎ　７２°满足条件ω５

＝１，它的正整数次幂１，ω，ω２，ω３，ω４ 是方程ｘ５＝
１即ｘ５－１＝（ｘ－１）（ｘ４＋ｘ３＋ｘ２＋ｘ＋１）＝０的

全部根．
ω，ω２，ω３，ω４ 是 方 程ｘ４＋ｘ３＋ｘ２＋ｘ＋１＝０

的全部根．
此方程的根不为０，因此可以同除以ｘ２ 得到

同解方程

ｘ２＋ｘ＋１＋１ｘ＋
１
ｘ２＝０

（１）

令ｙ＝ｘ＋１ｘ
，则ｙ２＝ｘ２＋２＋１ｘ２

，ｘ２＋１ｘ２＝

ｙ２－２．代入（１）得到方程

ｙ２＋ｙ－１＝０ （２）

它的根为ｙ＝ｘ＋１ｘ＝ω
ｋ＋ω－ｋ＝（ｃｏｓ　ｋα＋

ｉ　ｓｉｎ　ｋα）＋（ｃｏｓ　ｋα－ｉ　ｓｉｎ　ｋα）＝２ｃｏｓ　ｋα．其中α＝
７２°ｋ，ｋ＝１，２．即ｙ１＝２ｃｏｓ　７２°或ｙ２＝２ｃｏｓ　１４４°．

解方程ｙ２＋ｙ－１＝０

得ｙ＝－１± １２－４（－１槡 ）
２ ＝ 槡－１± ５

２ ．

其中的正根为

２ｃｏｓ　７２°＝ 槡５－１２ ＝ １＋（ ）１２槡
２

－１２．

作法　任取单位长度为 半 径 作 圆．取 相 互 垂

直的半径ＯＡ竖直向上，ＯＨ 水平向左．如图２．
取ＯＨ 的中点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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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ＯＡ２＋ＯＭ槡 ２＝ １２＋（ ）１２槡
２

＝槡５２．

以Ｍ 为圆心，ＭＯ的长度为半径画弧交ＭＡ
于Ｎ．则ＡＮ＝ＭＡ－ＮＭ＝２ｃｏｓ　７２°＝２ｓｉｎ　１８°
是圆内接正 十 边 形 的 边 长．在 圆 周 上 截 取ＡＰ＝
ＡＮ＝ＰＢ，ＡＢ＝ＢＣ＝ＣＤ＝ＤＥ，得 到 正 五 角 星

的５个顶点Ａ，Ｂ，Ｃ，Ｄ，Ｅ．可连接成五角星．
例２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圆内接正ｎ边形的

尺规作图．特 别 当ｎ＝１７时，可 以 通 过 解 若 干 个

一元二次方程 得 到２ｃｏｓ２π１７
，从 而 得 到 圆 内 接 正

１７边形的尺 规 定 作 图 方 法．反 过 来，三 等 分 任 意

角，当ｎ＝７，９，１１，１３的正ｎ边形，求作的线段

长不能由已知线段经过加减乘除和解二次方程得

出，因此不能够用尺规作图实现．
四、三八二十四：胜造七级浮屠

大家都知道 “三八二十四”．可是有一个名人

讲了一 个 三 八 二 十 三 的 故 事，还 说 这 代 表 中 国

文化．
故事是这样的：某 朝 代，一 个 小 痞 子 去 买 布．

每匹布８元钱，他买了３匹布．按照“三八二十四”
的乘法口诀，他应该付２４元钱．可是小 痞 子 不 承

认“三八二十四”的口诀，说应该是“三八二十三”，
只承认付２３元．在场一位小和尚出来 打 抱 不 平，
说应该是“三八二十四”．小痞子说我们去请你师

父评理．如果你师父说“三八二十四”，我就认 输，
我把我的头输给你．如果他说“三八二十三”，你就

输了，你把你的帽子输给我．结果师父判了“三八

二十三”，小痞子赢了．小和尚气愤地问师父为 什

么胡说八道．师父说：他输了是输一条 命，你 输 了

只输帽子．出家人慈悲为本，怎么能要 他 的 命 呢？

名人讲完了这个故事，说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
我在网上查了这个故事，想 看 那 位 老 和 尚 是

哪个朝代的哪位高僧．结果发现有两个版本，一个

版本说的不是老和尚而是孔子．而那位见义勇 为

的小和尚换成了颜回．由此知道这个故事并非 历

史，而只是一个寓言．我让我的学生对此发表意见

和感想，很多人都赞成老和尚的处理办法，说总不

能为了一元钱就让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我反问：
为什么你们觉得如果判了２４，小痞子就会死？他

们惊讶地 说：他 们 打 了 赌 呀，打 了 赌 就 要 守 信 用

嘛．我说：小痞子连 “三八二十四”这样的宇宙真

理都不承认，他怎么会遵守打赌的约定呢 ？这也

是逻辑推理．更何况，这个赌约本来 就 是 违 法 的，
当初小和尚就不应该同意，老和尚也不应该同意．
如果官府出面，不但不会帮助执行这个赌约，反而

会把打赌的两人各打五十大板，惩罚他们违 法 订

约之罪．为什么学生潜意识会觉得两个人订 的 赌

约一定要遵守？是因为他们觉得两个人订的约定

就必须遵守．而“三八二十四”不知道是谁订的，违
反了也没人管，可以不遵守．这也是长期教育熏陶

形成 的 中 国 文 化 ：真 理 只 服 从 人，不 服 从 客 观

规律．
三八二十四还 是 二 十 三，谁 说 了 算？老 和 尚

说了算吗？也许有人说：老和尚不是数学专家，说
了不算，应该去问数学家．那就要问：足 球 赛 的 输

赢该问谁？问国际足联还 是 问 马 拉 多 纳？其 实，
什么人都不用问，自己看球赛，看谁进球进得更多

的，就是赢家．也就是说：不由人说了算，而由规则

说了算．规则大家都懂，判断出来都 一 样．如 果 你

真找到马拉多纳，他可以不回答你，而是打开电视

机让你看录像．
同样地，即使你真去问老和尚，如果老和尚既

有德行也有智慧，他就应该不直接告诉答案，既不

说２３也不说２４，而是让小痞子自己去找答案．甚
至也不必找答案，只要付钱就行了．小痞子不承认

２４不要紧，只要承认三八，每匹布付８元 钱 就 行

了：第一匹布掏８元钱，第二匹布、第三匹布，都掏

８元，付 三 个８元 就 行 了，不 用 管 它 是 ２４还 是

２３，拿布走人．老和尚只告诉你掏三 个８元，没 说

是２４，也没说２３，按 照 赌 约，小 痞 子 既 没 输 也 没

赢，平平安安回家去．如果非得要数，那 就 拿 三 叠

钱每叠８张，一张一张数一遍，数出来是多少就是

多少．老和尚不来判．只要两人都会 数 钱，也 承 认

数钱的结果，自然就达成了共识．老和尚不告诉答

案，只告诉寻找答案的方法———数数．这就是授之

以渔而不授之 以 鱼．既 使 数 出 来 是２４，老 和 尚 并

没有说２４，也不违反赌约．
虽然老和尚 判 “三 八 二 十 三”既 不 道 德 也 不

智慧．但是名人说“三八二十三”是中国文化却还

有几分道理．三八二十三就是随心所欲篡改真理，
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源远流长，代表

人物很多．东周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秦朝有赵高

（下转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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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年轻，处 在 新 手 向

专家过渡的阶段；能较快接受教育新观念，认同并

践行了一些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喜欢读书，虚心学

习教育理论，知识面比较广博；教学技 能 较 强，探

索出一些有效的教学策略，初步形成自己的教 学

风格．外部原因：班级的教学实验为两位老师带来

了新的理念与方法；推进教学改革与保证考试 成

绩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校长积极推动课题研究，
经常倡导新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拓展教科书．

对案例的反思：这是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研
究深入细致，资料收集翔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两个教 师 创 造 性 使 用 教 材 的 表 现 和 原 因，研 究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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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马，宋朝有秦桧的莫须有，都是古代的老祖

宗．也许你认为２３与２４只差一元钱，让一步有何

不可．不过这些老祖宗却不只多付１元钱，而是让

很多人丢了命．周幽王自己规定举烽火表示有 敌

军来犯，为了逗妃子笑却举了一次假烽火，敌人没

来也举了，以为只是开个玩笑，后果却 是：下 次 敌

人真来了，举真烽火也没人相信，丢了 很 多 条 命．
赵高与胡亥李斯合谋篡改始皇遗诏，杀了扶苏 和

蒙恬，玩了一次三八二十三，然后他们又把这个三

八二十三的游戏继续玩下去，三个人之间相互杀，
赵高杀了李斯和胡亥，赵高也被秦三世以同样 的

方式杀掉了，秦朝也灭亡了．秦桧用莫须有杀了岳

飞，以后自己也变成铁像跪在岳飞面前直到现在．
损失的都不止一元钱．三八二十四是一个定理，变
成二十三，就 是 另 外 一 个 定 理．定 理 就 会 反 复 使

用，每使用一次相差１元钱，反复使用就可以谬之

千里了．那个名人为什么说 “三八二十三”是中国

文化？理由是 坚 持 真 理 “三 八 二 十 四”会 让 人 丢

命，篡改真理的 “三八二十三”才会救命．小痞子

的故事只是子虚乌有，周幽王赵高秦桧的“三八二

十三”可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让千百万人头落 地，
害了别人，也 害 了 自 己．不 过，中 国 文 化 不 只 是

“三八二十三”，还有 “三八二十四”．例如比干，屈

原，文天祥，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列举的体现天

地正气的一大批人，都是宁肯丢命也要坚持 “三

八二十四”．其中有些人确实丢了命，但是他们 的

丹心照汗青．还有人没丢命，如文天祥正气名单中

的张良，严颜，同样照汗青．
三八二十三的文化不只 害 了 古 人，而 且 流 传

至今继续 害 死 人 命．例 如，野 生 动 物 园 大 字 写 明

“珍爱生命禁止下车”，这也是“三八二十四”，有的

牛人却偏要下车，认为谁也管不着．这也是三八二

十三的信徒．人管不着，老虎却管得着，“老虎要吃

人”是个定理，咬你没商量．所以，“三八二十四”这

个口诀不仅是拿来应付考试的，也是拿来救命的．
它教的核心素养就是敬畏规则，遵守规则．不是为

了服从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具有这样核心素

养的人多一个，继承三八二十三中国文化的 人 少

一个，被老虎咬死或者被汽车撞死的人就会 少 一

个，数学教育的功德就多一分，胜造七级浮屠．
高中数学课标规定的第二条核心 素 养 是“逻

辑推理”，由公理推出定理．看起来小学算术 没 有

公理，小学生也不会逻辑推理．实际 上，小 学 算 术

从数 数 开 始，数 数 就 是 算 术 公 理，称 为 皮 亚 诺 公

理，挺高大上的名字．小学教学生掰手指数数，“掐

指一算”，就是用算术公理进行逻辑推理．三 八 二

十四的乘法口诀是数三个８得到的．３＋２＝５也

是数手指数出来的 ：先伸出３个手指，再伸２个，
摆到一起数出来是５个，这就得到了３＋２＝５．这
也是逻辑推理．３＋２中的２就是１＋１，与３摆到

一起就是３＋（１＋１）．数 数 的 时 候，先 数 完３，再

把２拆成１＋１，先数１个 得 到４，再 数１个 得 到

５，也就是３＋（１＋１）＝（３＋１）＋１，这就是加法的

结合律．如果反过来先数２再数３，就得到３＋２＝
２＋３，加法交换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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