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中华五千多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文
明的瑰宝。《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2022年版）》提出，数学课
程内容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因此，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如
何才能做到将传统文化融入数
学课堂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点来探索。

一、用数学眼光“看”传统文化
新课标提倡引导学生用数

学眼光观察现实世界。在日常
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挖掘数
学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课
堂上引导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方
法的同时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比如，学习认识数时，可以从古
人结绳计数说起，古代用结绳计
数的方式来记录事物的数量。
当学到整数十进制时，相机告诉
学生，由于记数的需要，古人想
到了“逢十进一”的计数方法。
学习分数概念时，向学生介绍，
古人在分劳动收获时遇到了不
够分的实际问题，聪明的古人就
想出了分数，他们用算筹来表示
分数。在学习“千克”与“克”内
容后，可以向学生介绍“斤”“两”
这两个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用
到的市制单位，揭示成语“半斤
八两”的由来，告诉学生“斤”“两”
与“千克”和“克”的换算关系。在
学习了圆的周长计算公式后，告
诉学生早在公元前1世纪我国古
老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中就
有“径一周三”的记载，即圆的周
长大约是直径的三倍。在学习
《解方程》一课时，通过简述让学
生了解到方程思想的历史文化
传承，我国2000多年前数学专
著《九章算术》就记录了用一组
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教
师通过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
既让学生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又凝聚了学生的文化归
属感，培养学好数学的自信。

二、用数学思维“想”传统文化
新课标提倡培养学生用数

学思维思考现实世界。在日常
教学中，教师要有步骤地让学生
在数学活动中操作、发现、分析

和验证，在理解数学知识的同时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学
习“图形的运动”内容时，为了帮
助学生感受平移、旋转、轴对称
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体会数学
的美，可以在课堂中组织观察活
动，为学生展示风筝、剪纸、脸谱
等传统文化，其绚丽的色彩和精
美的图案无疑会激发学生的探
索热情。同时学生经过观察和
思考，会更加容易理解这些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轴对称等数
学思想和方法。在教学《圆的认
识》一课中，当学生动手画圆之
后，教师可以借助孟子的名言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从多
个角度深化学生对圆本质属性
和传统文化内涵的认知。学生
在这样的文化渗透中学习数学
知识，会获得很好的效果。

三、用数学语言“说”传统文化
新课标提倡发展学生用数

学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在日常
教学中，教师要有目的地引导学
生在数学交流等活动中，既掌握
数学学科知识，又积极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比如，在学习《年、
月、日》单元时，可以从生活中提
炼优秀传统文化，先从学生自己
的生肖引入，再由生动可爱的十
二生肖引出十二地支，“子鼠丑
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朗朗上口
又富有童趣的生肖儿歌，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下子就调动
起来了，都想找一找自己属相对
应的是哪一项地支。接着由十
二地支引入十二时辰，在古代常
用十二时辰表示时间，随后介绍
24时计时法，将十二时辰与现
在的时间一一对应。这样层层
递进的设计，既让学生学习了数
学知识，又能将优秀传统文化与
小学数学融合起来，让学生体会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
源，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学习
《统计与概率》这一部分内容时，
也可以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生态环保理念开展主题实践活
动，让学生调查生活中一些不环
保的小事情，如乱丢垃圾等，通
过统计分析的方式对所在环境
进行关注。这样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学习数学知识，还能有效提
高环保意识，传播传统文化。

小学数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遇
□ 市秦邮实验小学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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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别字分错字和别字两种。错字，
就是笔者自己造出的字，像增减笔画、
笔形错误、结构错位等无中生有的字就
是错字，比如“武”字多带一撇，将“尴
尬”左半边写成“九”，将“黄”中间的

“由”写成“田”等。别字，就是汉字用错
了地方，比如将“姑父”写成“姑夫”，“就
绪”写成“就序”，“谈笑风生”写成“谈笑
风声”等。

一篇文稿中只要有一个错别字，就
会“一泡鸡屎烂一缸酱”，文稿写得再好
也会留给人很坏的印象，起码给人的感
觉是态度不够认真，或做事不够细致严
谨。如果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公
文、合同等，错别字的出现还有可能会
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一个故事，说有个
人在合同中将家里的住宅“折卖”写成
了“拆卖”，导致经济损失惨重。故事真
假无须较真，不过错别字的问题的确需
要我们人人重视，马虎不得。

造成错别字的原因，客观上是一些
字存在形似、音近、义近等，使人认识不
清。主观上是个人在这方面用功不够，
文字基础不扎实。现在用电脑、手机等

打字，这些设备自带智能输入法，使得
错别字少多了，但不难发现错别字的现
象仍时有发生。有的词语拼音一样，意
思也难辨，即使用拼音输入法两个词也
会同时跳出来，如果学得不精就会用
错。比如“唯一”和“惟一”，有人认为两
者可以通用，其实是有区别的。前者强
调客观上只有一个，如，这是这条河上
唯一的一座桥。后者则侧重主观上认
为，如，数学是我惟一喜欢的学科。

有些异体字不能算是错别字，比如
“喆”同“哲”，“堃”同“坤”等，意义、读音
相同，但前者只能用在姓氏人名或地名
上。2013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把“皙、喆、
淼、昇、邨”等45个异体字调整为了规范
字。一些变体字、谐音字就是错别字，这
些字在短视频上广泛流行，比如把“钱”
写成“米”或者“前”，小朋友写成“小盆

友”，同学写成“童鞋”等等，太多了。起
初可能一是播主为了规避平台规定的敏
感字想出的办法，后来却成了吸引眼球、
增加流量的一种手段，大有泛滥趋势。
还有就是广告，用一些谐音字作为创
意。如，卖咳嗽药写“咳不容缓”，卖酒写

“酒负胜名”，等等。有专家针对这一现
象指出：“这让语言基础并不牢固的未成
年人在语言文字学习中受到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默认错别字成堆是对恶趣味
的纵容，追捧错别字更是一种文化病
态。”如今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
了这一点，正在积极改变这一局面。

怎样避免写错别字？网上介绍了
很多方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态度
问题。如果认真对待，纠正错别字不是
多难的事。应该把易写错的字词单独
多比较比较，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有的人“在”“再”不分、“的”“地”“得”混
用，除了学得马虎，确实不知道它们的
区别外，更主要的是主观上不重视，认
为用错了也无所谓，甚至还美其名曰：
不拘小节。唉，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才不
会马虎呢？

浅谈错别字
□ 高邮中专 吴忠

孩子们在绘画，画冬天里自己喜欢
的食物。冬天好吃的食物，小娃们是各
有喜欢，有画烤玉米的，有画烤红薯的，
还有画橘子的。经过晞晞旁边，发现小
姑娘已经画好，五彩的玉米很漂亮。小
姑娘把彩色笔放进笔筒，重新选了一支
黑色的笔在玉米的四周添画了许多道
黑线。画这么多黑线干嘛？我不得其
解。聪明的小姑娘看出了我的疑问，抬
头告诉我说：“老师，黑色的线是烟，是
烤玉米时炉子里面冒出来的。”大约烤
玉米引起了小姑娘的馋欲，她一边画线
一边抬头看向我说：“老师，我今天回家
要吃两袋薯条，还有……”

“哇，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可以
邀请我去你家做客吗？”我半开玩笑地
逗小姑娘。“可以呀，欢迎老师去我家
做客。”小姑娘热情地回应。我俩的谈
话一下子引发了更多小朋友的兴趣，
他们纷纷向我发出了邀请。

“老师，你今天去我家做客，我家
有许多好吃的。”鹏鹏热情地邀请我。

“好，我今晚去你家和晞晞家做客。”我

点头答应。
“老师，你还是去我家做客吧，我

家离学校近。”好家伙，云云真会请客，
还知道比较距离远近。想她刚入园的
时候，可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入园哭，
离园妈妈来迟了也哭，中途也会莫名
其妙地哭，问她，说是想妈妈了。小朋
友不跟她做朋友也哭，不小心碰了她
更是哭个不停。不觉中，云云长大了。

“老师，你去我家吧，我家也有好
吃的，我全拿给你吃。”桦桦、伊伊两个
小娃同时向我发出了邀请。

被孩子们的真情感染着，幸福感
油然而生。

请客
□ 市周山镇幼儿园黄桂英

爷爷上过高中，是个有文化的人，还
写得一手好字。每年过年，街坊邻居都扯
着红纸来家中，让爷爷写春联。爷爷便大
笔一挥，在红彤彤的纸上写下“春回大地，
福满人间”几个乌黑的大字。墨水在纸张
上尽情浸染，黑配红，甚是庄严、大气。

爷爷从小就教我练字，十分严格。一
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写不好，甚至还用
戒尺打我手心。每次都是那句话：“等你
字练好了，过年我带你一起写春联。”我含
着眼泪，嘀咕着：“现在人家过年都买春联
了，谁还会请你写啊？”

十二岁那年过年，爷爷看我字练得有
进步，便带上我一起，在家给邻居写春
联。爷爷大清早就起来，摆开桌子，摆好
笔墨纸砚，恭候邻居们的到来。我在旁边
睡眼朦胧，浑身冷得发抖，更加不满了。
不出我所料，邻居只稀稀拉拉地来了几
个。爷爷满脸堆笑地和他们打招呼。接
过第一张红纸递给我，第二张红纸给他自
己，又是大笔一挥，几个厚重的墨字跃然
纸上，和谐美观。等爷爷第一张春联快写
完了，我才开始动笔。由于心中积压着不
满，我故意没有好好写，压着毛笔尖在纸
上拖，写出来的字退步了不少。爷爷看出
来了，但他笑着对我说：“你闻，这么香，快
去看看你奶奶做了什么好吃的！”我高兴
极了，扔下毛笔，飞奔进厨房。我扭头透
过窗子，看到爷爷把我写的那张春联揉作
一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过完年后开始练字的第一天，爷爷拉

着我的手说：“爷爷知道，你心里不高兴，
我是对你严了些。如今请人写春联的人
少了，但还是有的。不管人多人少，你给
人家写，是你的一片心啊，能给人家带来
不少温暖的。这不就是你们年轻人常说
的‘仪式感’吗？”接着他扶着我的手，写下
了“温暖他人”四个大字。那双手给了我
力量，我终于知道了爷爷的用心——温暖
他人，温暖这个世界。

从此，我便开始好好练字，不再埋怨
爷爷的严厉。每当练乏了，我会看看那四
个大字，提笔落笔之间，满满的使命感。
我开始期待新年，期待那些能为别人带来
温暖的日子。

去年大年三十，天格外冷，寒风飕飕，
直往我衣领里灌，冻得我直搓手。爷爷看
我这副惨相，对我说：“你歇着去吧！”我摇
摇头。这次我一接过红纸，便学着爷爷的
样子，挥开毛笔，笔尖一压又一提，写出

“春回大地，福满人间”几个大字。爷爷和
我同时写好了第一副春联。爷爷的字扁
平、厚重，有沧桑感；我的字清秀、飘逸，有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洒脱、欢快。我们心
里都想着同一件事：新年伊始，给他人送
去温暖，温暖他们整一年。

指导老师龙振

写春联
□ 市汪曾祺学校九（17）班吕竹君

0岁：“哇”的一声，我出生
了，成了汤女士的掌上明珠。

1岁：由于年纪过小，需要
不停地换尿不湿。这可把我妈
累得半死。

2岁：会在地上爬行了。我
妈说我那时候很邋遢，本来我是
不信的，但翻出相册看看，嗯
……怎么说呢？那样子和“美
好”确实搭不上边。

3岁：“咿咿呀呀”的声音从
我嘴里冒出来，凭着音阶，应该
还是能听出来我是在叫“妈妈”
的。

4岁：和老妈玩捉迷藏的时
候头磕到了桌角，可疼了。磕到
桌角的那一块肿了，青紫一片，
看着挺吓人的。我妈用一盒糖
就把我哄好了。谁让我好吃呢！

5岁：冰棒吃多了。去医院
挂了两天水，挺难受的。

6岁：幼儿园毕业了。好激
动哦！毕业那天，我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跟老师说着“再见”。你
们看，我是不是很爱我的老师？

7岁：特别想学骑车。没学
会，身上的伤倒是不少。

8岁：老妈带我去学游泳。
跟教练学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良

好，就让教练放手了。结果喝了
几大口泳池里的水。这水好咸，
你们不妨亲自去体会。

9岁：和老妈发了好大一通
脾气，摔碎两个盘子、一个碗。
当然，最后是我自己收拾的。

10岁：和弟弟抢零食吃，被
揍了。奶奶怕别人笑话我，就给
我裹了个围巾，戴了个口罩。这
还不算啥，关键是一路上都听到
人在议论我，说我可能有什么传
染病。

11 岁：比赛得了个一等
奖。这可把我妈高兴坏了，带我
去吃了顿火锅，结果是我肚子疼
得受不了，去了医院。医生说是
胃胀气。天呐！这就是乐极生
悲、物极必反吗？

12岁：人生中的第一次，去
挑鼻子上的“黑头”。把我疼得死
去活来，眼泪差点儿把家淹了。

13岁：现在进行时……
14岁：将来进行时……

指导老师吴柳琪

我的成长记录
□ 市汪曾祺学校七（4）班 张颖

云，真美！
躺在披着草衣的软地上，望着蓝天

上一片片被阳光镶上银边的云朵，我的
遐想飞向那无垠的天际……

春天的云，像一位美丽的小姑娘。
亭亭玉立的身姿在空中翩翩起舞，自由
飞翔，凝眸顾盼处一片春意。春在她那
隐约的欢笑声中，轻柔地飘回人间。

夏天的云，像一位成熟的少女。太
阳神像是发怒了，灼热的目光逼视着人
间，似乎要把一切烤干、烧焦。这时，云
姑娘默默地走来了，用圣洁的身体遮挡
着阳光。云姑娘默默地忍受着，不知是
出于对人类的怜悯，还是难忍巨痛，她撒
下一串串晶莹泪珠，化作甘霖，滋润着久
旱的大地。

秋天的云，像一位恬静的少妇。她
远远地像有些羞涩般地望着大地，那身
姿格外楚楚动人。

冬天的云，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她
忧愁地望着她的儿女们——树木、山川，
乃至奄奄一息的小草，看着它们在发
抖。她开始抖落自己的肌肤，于是满天
飘起了雪花。

云，有人说你是“浪荡和游魂”，那都
随他去吧，我永远崇敬你、赞美你！

指导老师于娟娟

云赋
□ 市外国语学校 王健

晚上妈妈要干许多家务
话，一会儿忙东，一会儿忙西，
如一只勤劳的小蜜蜂。我也帮
助妈妈做家务，尝试着倒开水。

听到开水壶“嗒”的一声，
看见壶口冒起一股热气，我紧
张地想：“这水都有一百度了，
一定很烫人。”我的好奇心上来
了，伸出一根手指头向前凑了
凑，小心地向水壶靠近。此时
水壶在我面前如同一个炸弹，
仿佛手一碰就会炸掉。我的手
指触了一下壶身，一股火辣辣
的痛遍布我的全身。我想：不
要碰壶身了，还是抓着壶把
吧！我把手又伸向了壶把。壶
把冰凉冰凉的,我这才放下了
心，但依然离壶身远远的，生怕
烫到。

我小心翼翼地拎着水壶走
向热水瓶，心想：一定不要烫到
手。终于，我把开水壶拎到了
厨房。

我准备倒开水了。先拿来
一个空开水瓶，打开瓶盖，用一
只手运了运力，把那只手搭在
水壶把上，用劲向上举了一大
截。我费劲地把水壶嘴对上开
水瓶的嘴，一下子把手臂抬过
了头顶，水流便如一道溪流滑
入开水瓶中。我心中十分紧
张，手也不听使唤地颤抖起来，
水珠便如一个个顽皮的小孩跳
出了瓶口。我紧张极了，头上
冒出细小的汗珠，大气也不敢
出，心想：这也太难了吧，刚才
差点烫到我。倒着倒着，我的
手臂酸了。我放慢了水流的速
度，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时不
时看一看如老虎嘴巴的水瓶
口。终于把水壶倒满了，我松
了一口气。

指导老师刘吉才

倒开水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 丁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