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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和文学的相通之处在意境，数学意境可以通过文学来表达。其有三种表现形式：数学的神借助文学

的景来表达；数学的形借用文学的神来表达；数学的神借助文学的神来表达。在数学课上渗透文学，作为一种教学

“供给侧”改革，有激发兴趣、重启信心、改善课堂、提高效率等多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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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Expression of Mathematical Artistic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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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and literature are in the same artistic conception, mathematical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spirit of mathematics can be expressed with the help of the literary scene; the form of mathe-

matics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the spirit of mathematics also can be expressed with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Penetrate

the literature in the mathematics class, as a teaching“supply side”reform, can stimulate interest, restart confidence, improve the class-

room and improv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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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意境的含义

数学与文学，感觉疏远，其实两者之间也有一

座无形的“鹊桥”贯通，这便是——意境。

意境是指作品中所描述的形象和表现的思想感

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1]。意是情与理的

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情理、形神相互渗透、

相互制约就形成了意境。文学有意境，小品有意

境，戏剧、电影电视都有意境。如果把数学公式、

数学图形、数学符号理解为数学的形，那么，数学

概念、数学定理、数学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数学的

神。数学意境，就是数学形与神所表达的数学思想。

意境，是文学和数学所能通达的共同境界，共

同的理想势态：

（一） 文学意境和数学意境都具有三个特点。

文学意境：表真挚之情、状飞动之趣、传万物之灵

趣，数学意境：表永恒真理、状变化规律、传“万

物皆数”之灵。

（二）文学意境和数学意境的结构特征均是虚

实相生。意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如在眼前”较

实的因素，称为“实境”；二是“见于言外”较虚的

部分，称为“虚境”。虚境是实境的升华，体现着实

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

和审美效果，制约着实境的创造和描写，处于意境

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虚灵性是意境的又一特

征 [1]。数学知识也往往具有高度抽象性，一个虚数单

位就是集抽象性和灵性于一身的典型代表。

（三）文学意境具有“得意忘象”的情理，而

数学也具有“得意忘形”情理。比如导数的几何意

义是曲线上切点处切线的斜率，但它抽象意义或实

质却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比值的极限，一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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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导数的实质，在进行导数计算时，就可以暂时

忘掉其几何意义——切线的形。

《高等数学》一些概念和定理，抽象性强，定

义严谨，尤以初学者难理解，更难以达到熟练掌握

程度。通过学生熟知的文学作品，比如唐诗宋词、

成语警句等的引入，借用文学意境的表达，来帮助

学生领悟数学概念、公式的意思或含义，撇开数学

讲数学，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是曲径通幽，收到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能

快速达成教学目标。

毕竟，数学具有高度抽象性。一个极限的概念

就让人费解（可以表达但难以意会），一个无穷小

的概念，由模糊至清晰也难以琢磨透彻，导致数学

史上产生第二次危机，差点让《微积分》坍塌，等

等。数学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传授也是困难

曲折的。数学教育史上，有人回避无穷小，想重构

高等数学，但以失败告终；有人回避极限的精确定

义，采用定性方法重新定义了极限，如今的高职高

专教材便是出此一辙，但很难达到数学的精确境

界。如何简要而又完整传达数学的精髓，把数学的

意境表现出来，是《高等数学》教学的最高境界。

当用数学语言直接表达数学概念难以理解时，

特别针对初学者，可借用学生熟悉的文学意境迁移

过来，籍以类比转化成数学概念的意境，达到“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的效果。

二、数学意境与文学对应的三种方式

（一）数学的神借助文学的景来表达

数学是关于符号的学问，数学定义、定理，往

往要用符号来表达，言简意赅，但对初学者而言，

往往显得过于抽象、难懂。数学含义、数学思想

（神）借助于文学情景的再现来类比联想，达到化

抽象为具体、复杂为简单的神奇效果。

1.“邻域”概念教学。研究函数在某点左右附

近的局部性质需介入“邻域”概念。有学生发现

“邻域”就是中学所学开区间，两者有什么区别？

《高等数学》为什么开篇就讲“邻域”概念？此时引

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晋·傅玄《太子少傅

箴》）成语典故，取其原意，说明要描述一个函数

的性质和特征，只须通过观察分析局部某些点的性

质和特征就可以推断整体情况了。采用逆向思维，

把成语改成“赤者近朱，黑者近墨”其意境更胜一

筹，用来比喻高等数学构建以“邻域”为重要核心

思想方法是奠定数学分析成功的基石，恰如其分。

设想：如果只孤立注视一点，它有什么性质?除能求

函数值外（点观），却很难发现其他变化的规律，失

败原因在于用静止孤立观点看问题；若扩大到整个

定义域内观察，由于范围太大，虽能得出一些宏观

长期趋势（宏观）规律（如函数的单调性、周期

性、有界性），但范围过于宽泛，一些隐藏的性质

（中观）却很难发现（如连续性、可导性），或即使

发现了却很难描述清楚。“大至无外，小至无内”，

“邻域”向外可扩充到无穷区间，小可退缩至一点。

“邻域”概念，很多老师不介绍，或蜻蜓点水一下，

是教学环节设计中的一个败笔，是没有认识到“邻

域”概念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策略在高等数学分析

中的重要性所致。

2.“向量”概念教学。自由向量的特点是与起

点无关，可平移到任何起点处，是为“糊涂”；向量

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是为精确。然而，正是

与起点的无关性，才有了任意两个向量可以相加、

相减、相叉乘的定义，正是有了这种“不管起点在

哪”的糊涂性，才有了自由向量的精确性、自由

性、完美性。向量的这种糊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统

一，正如郑板桥的名言“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

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学好高等数学，有时要具备这

种由精确而转为糊涂的策略思想。除了向量以外，

在函数单调性、极值判定时，在给定的区间里任取

一个数作代表，也正是这种由精确而转糊涂的体

现；还有在利用夹副准则求极限、无穷级数的收敛

性判定时，往往要运用不等式的放缩技巧，至于放

缩到何程度，也是比较糊涂的，只要有效果就行。

3.“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及微分中值定理”教

学。如果函数 y = f (x) 在闭区间 [a,b] 上连续，且

f (a) f (b) <0, 则 在 (a,b) 内 至 少 有 一 个 点 c, 使

f (c) =0 。即方程 f (x) =0 在 (a,b) 内至少有一个根。

但这个根究竟在哪，定理并没有指出，是很模糊。

联想到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诗句“松下问童

子，言师采药去；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人

文意境美丽动人，与数学上的介值定理意境十分相

通。数学上的存在性定理还有微分中值定理，定理

中的点 ξ 也没给出具体答案，但 ξ 肯定是存在的。

4.“极限”概念教学。为了对极限有一个形象

直观的印象，先让学生朗读诗句：“故人西辞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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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烟花三月下杨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老师在学生朗读时，画出示意图：楼台、长江、帆

船，并用 x 表示帆船与黄鹤楼的距离，用 y 表示帆

船的视觉高度（远影），诗中之景“天际”可形象

地用 x→∞表示，则整个诗句的意境可表示成：

“当 x→∞时， y→0”，记作“ lim
x→∞

y =0”。极限的

概念和符号顺其自然得以引出[3]。

5.“无界函数”教学。讲无界函数时，引用配

画诗“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叶
绍翁《游园不值》），用墙和红杏类比界限和函

数，意境优美而又传情达意，原本枯燥难懂的数学

概念，变成了富有情感易接受的唯美诗篇，其教学

效果不言而喻[4]。

6. 重要极限公式教学。重要极限公式之一

lim
x→0

sin x
x =1，大多数班级采用“淡化证明”的原则处

理，不予证明。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引入成语“旗鼓

相当”来说明此公式的意义，非常恰当。同时，把等

价无穷小的意思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7. 讲解极限 lim
n→∞

nn =1， lim
n→∞

an =1，a 为任意

的正常数时，引入“万流归宗，九九归一”成语加

以惮悟，并指导学生用手机上的计算器进行相关验

证性实验。

8. “ 两 边 夹 准 则 ” 教 学 。 对 式 子

A = lim
x→*

u(x)≤ lim
x→*

f (x)≤lim
x→*

v(x) =A ，引用成语“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来形容 lim
x→∗

f ( )x =A，意境自成。

9.“法向量”教学。垂直于平面的向量叫法向

量。引用诗句“安得齐天孙大圣，神针底定太平

洋”（阿袁《又见》）的意境能形象、直观呈现数

学图形和概念本意。

（二）数学的形借用文学的神来表达

高等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函数，绘制函数图

形能形象直观地呈现函数的性质，清晰的图像能高

效快速促进对函数性质的学习与掌握。记住了图形

就能由外及里推知函数的性质和变化规律。但是，

当函数图形比较难理解、难记忆时，可以通过文学

意境的“意像”来比划，刻痕。还有一些通过不完

全归纳法推得的数学公式，包含符号（正负）规

律、系数规律、代数式的规律，不易记忆，这些公

式的“形”也可以根据其特点，借助于文学意境来

刻画。

1. 函数 y =x sin 1x 图像教学。该函数图像（如

图 1所示）较难想像出来，展示出来后，还是难以

看清楚。 x =0 是一个可去间断点，在 x =0 附近曲

线是波动的，且越靠近原点，曲线越密集，但始终

不能经过原点。用宋之问的诗《渡汉江》的意境来

帮助想象再恰当不过：“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

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好一个“音书

断”——间断点；“复历春”——周期性；“情更

怯”——由稀疏变密集。

2.“高阶导数公式”教学。对（高阶导）函数

y =anx
n +anx

n -1 +⋯+a0 求一阶、二阶、 n 阶导数

时，最终 n +1 阶导数净化为 0。对求导结果的

“形”借成语“一代不如一代”的“神”来传达，

强调其降幂的特点。

对 y = erx 求高阶导数时，对结果 y(n) = rnerx 的

“形”总结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神”，说明

核心部分（指数函数）不变而系数变复杂了；对高

阶导数 ( )sin x (n) = sin(x + nπ
2 )提炼成“江山代有人才

出”或“层出不穷”。

3. 泰勒级数教学。函数 f (x) =∑
n =0

∞ f (n)(x0)
n ! (x -x0)n 展

开式可用“芝麻开花——节节高”来理解记忆，既能

体现系数 n阶导数值和 n!特征，又能体现 n次幂函数

的特征。

（三）数学的神借助文学的神来表达

无穷数列、级数，由于无限性，往往比较抽

象，神奇难料。但其精神（思想）与文学中的诗

词、名言、警句的思想是相通的。

1. 求数列的 2 ,  2 2 ,⋯ 2 2 2 ⋯ 通项。设

通 项 为 xn ， 由 于 无 限 性 ， 则 有

xn = 2 2 2 ⋯ = 2xn ，解这个方程得 xn =2。 xn 中

含有 xn ，有的学生总找不到这种关系，好比“身在福

中不知福”、兼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神思。

y =x sin 1x

y =x

图1 函数 y =x sin 1x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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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分形式的值。下面一道有关无限嵌套的算

式，计算 1
1 + 1

1 +⋯

，也体现了“自相似”的神思，

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境。

通过构建方程 1
1 +x =x ，把无限转化为有限，其根为

黄金比 5 -1
2 ≈0.618，神奇无比，寻味无穷。

“情与景汇，意与象通”是艺术美的欣赏依

据。如前述，可以借助文学来表达数学意境，反过

来，也可以借助数学描绘诗词的意境。唐诗绝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使至塞

上》），描绘了一幅空旷荒寂的塞外黄昏景象。如

果把“大漠孤烟直”想象成一条垂直于平面的直

线，那么就可以把“长河落日圆”想象成一个圆切

于一条直线[5]。诗意还可以画成如图2所示。

三、用文学表达数学意境的功效

在数学课上渗透文学，让数学意境通过文学来

表达，教师不单单提供纯数学知识，还辅之于文学

佐料，作为一种教学“供给侧”改革的探索，其教

学功能效果至少有以下4种。

（一）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数学的

新概念，抽象难懂，但文学诗句学生是耳熟能详

的，而且朗朗上口，让学生在诵读诗文中，体味数

学的意境和美感，其乐无穷，兴趣备增。通过文学

的意境来旁敲侧击数学的意境，降低了理解难度，

学习效率大幅提高。

（二）重启学生自信，拓展学生通识。大多数

高职生的中学数学基础差，过去的频繁考试，成绩

不理想，对学习数学失去了信心。通过转移话题，

借学生熟悉的文学知识来帮助理解数学知识，打通

了学习障碍，拓展了思维品质，智商情商皆有提

高，素质课堂落地生根，教学效果持续提升。

（三）活跃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数学和

文学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意，“文学能帮助我们

更有效、更深刻地欣赏数学知识与思想”[6]。中小

学虽然有那么几个老师进行了点上尝试，但高职院

校的《高等数学》课上却鲜见，针对高职生特点

（数学基础较薄弱）和课程要求（淡化证明强调应

用），更适合采用数学文学相融合的方法，达到定

性理解，适度应用的目的。

（四）构建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课堂。数学文

学的渗透对学生而言，可以激发兴趣、重启对数学

的信心，对老师而言，是一种教学创新，一种新型

教学风格的塑造；对数学教育而言，是一种教学理

念和方式的改革。

意境是数学和文学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数学

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符号，当然也是

一种文化；文学是一种学问，寓一种思想，载一种

文字，传承一种民族文化。文学与数学意境都追

求：有限与无限的转换；虚与实的跳跃；情与景的

融合。

目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在探索实践供给侧

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生产率。

数学教学借鉴“供给侧”改革理念，通过改变传统

的教学方式，降低学生学习的困难程度，助推学生

理解能力提高，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效果。数

学晦涩难懂，用文学语言解释明白，就是一种教学

供给侧改革。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充分挖掘文学中

的思想、方法、意境，对接数学教学，营造轻松和

谐的教学氛围，改善课堂教学环境，把数学意境用

文学来表达，数学教学的“供给侧”改革将盛开一

朵奇葩。

图2 《使至塞上》的数学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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