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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收集的数学小常识 

供教学中参考使用 

 

（合作、真理、诚实、谦卑、爱心、责任、环保、团结、尊重、容忍等价值观） 

 

1．有趣的“三” 

数字中最神秘、最受青睐的大概要算“三”了。在我国，从许慎的《说文解字》

到《淮南子·天文训》，历来注家对此都有解释。其中，较为科学的解释是：“道始

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三”是两性合和的成果，是万物生殖繁衍的体现。 

如中国古代建筑，王城的营建制度是九里见方，城的每一面各开三个城门；城内

南北道路、东西道路各九条，路宽 72尺。这些数字都是三或三的倍数。为何要这样修

建呢？一是帝王都自称“受命于天”，表示其统治人民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于是干

什幺都打着“行天之道”的旗号；二是因为“三生万物”，王朝要兴盛发达，就得行

“三”之法。 

再如历史上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计 120个

官。这说明王朝设官也是以“三”为法的，其用意仍然是为了表明王者法天，即所谓

“顺天成道”。 

在社会和民俗方面，“三”这个数字也是无所不在的。“一问三不知”中的

“三”在民俗中有“吉祥”之意。“三教九流”中的“三”和“九”概括了社会各行

业的方方面面。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通过对中国古代礼节的研究，我们不难发

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古代的礼节也多与“三”这个数字有关。 

古时候，中国人待客，往往要客人熏三次香，洗三个澡，叫做“三衅”、“三

浴”，表示极高的尊重。古有“退避三舍”之说，也是起源于一种礼节。晋重耳为报

楚王之恩，在两国交兵时，后退三次，以表示感谢和敬畏之心。古代，臣民们拜见帝

王都得行三叩九拜之礼，同时还得三呼万岁。如遇家中长辈死丧，晚辈人还有守孝三

年之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高卧隆中，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请他出山，帮

他打天下，演出了一部思贤若渴“三顾茅庐”的剧目，诸葛亮在三请之下如再不出

山，恐怕就失礼嫌了。 

古代的许多礼节对于现代人来讲是很繁琐的了，没有必要去讲究了，但是有的礼

节我们还仍然保留着，如去吊唁时，面对死者，哀悼者要三鞠躬；去别人家里作客，

需得敲门而进，而敲门三下，则是比较礼貌的行为；现在还有一种礼貌是与“三”联

系比较密切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到汽车的厢板上往往写着“礼让三先”。 

“三”这个数字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时空和算数。凡极言时间之长、空间之大、数

量之多，古时多用三或三的倍数来表示。如“三思而行”，“三人行必有吾师”、

“九天”、“十八层地狱”、“三百六十行”等等。 

“三”这个数字还与人体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体结构的基本单位——细胞，是由

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三部分组成；人体各组织和器官的形成，开始于外、中、内

三胚层的形成和分化；构成完整的人体系统，有运动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

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其数目正好是三

和三的倍数。 

可见，关于“三”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被广泛运用到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国外，“三”也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 

古希腊人把“三”称为完美的数字，说它体现了“开始、中期和终了”，因而具

备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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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流传物希腊罗马神话中，世界是由三位神灵统治的——主神朱比特、海神

尼普顿、冥神普路托。朱比特手执三叉闪电，尼普顿挥舞三叉戟，普路托牵着一条三

头狗。女神也有三位——命运女神、复仇女神、美惠女神。 

那时的西方文化认为，世界由三者合成——大地、海洋、天空；大自然有三项内

容——动物、植物、矿藏；人体具有三重性——肉体、心灵、精神；基督教主张三位

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人类需要三种知识——理论、实用、鉴别。 

到了近现代，世界名人的理性思维也离不开“三”。雨果说：“人的智慧掌握着

三把钥匙：一把启开数字，一把启开字母，一把启开音符。”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

的情操。”爱因斯坦则总结了成功的三条经验；艰苦的工作、正确的方法和少说空

话。 

 

2．蜘蛛的启示 

什幺是数学？一言以蔽之曰：数学是研究数和形的学问。但是在漫长的数学征途

中，数和形各自默默走着自己的路，由于没有共同语言，谁也不理谁。就这样数和形

各自背着装有一大堆不解难题的沉重包袱，足足走了一千多年，相互不说一句话！和

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一样，人们在计算圆内接正多边形时，发现用尺规作图法能作出

正方形、正三角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可是怎么也作不出正七边形来，难怪人们

说“7”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知识愈向纵深挖掘，钻头碰到的石头就愈多。在探讨

尺规作图三大难题时，几何学遇到了许多作图难题。大自然赞美你的巧妙、神奇，但

是你为什幺要在路上设下这幺多障碍和不解之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

才。”但是，哪里会有天生的天才数学家呢？就拿为解答几何三大难题奠定基石——

创建解析几何的法国大数学家笛卡尔来说吧，他的着名的“笛卡尔坐标”竟是受到一

只蜘蛛的启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面对一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大几何难题，笛卡

尔认真总结前人大量的解题教训后感到：需要探究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思路！他怀

疑几千年以来人们用圆规和直尺作图这把“万能钥匙”了：一千多年的失败教训说明

什幺呢？是不是尺规作图法这把钥匙不可能打开三大难题的锁呢？人们总是“就形论

形”，能不能把“形”化成“数”来研究呢？能不能在“形”与“数”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呢？一个新的数学求异思维在他的头脑中萌发了，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恰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艰苦的脑力劳动使体质虚弱的笛卡尔病倒

了，可是躺在病床，他仍在暝思苦索着„„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只蜘蛛正忙着在

墙角结网。它像一个小小的黑点在天花板与两面墙壁三条直线构成的直角中移动

着„„一个智慧的闪光，照亮了笛卡尔的头脑，也照亮了数学界：用点到两条垂直的

直线的距离表示点的位置。只一只蜘蛛的启示，笛卡尔建立起“形”与“数”的桥

梁。这就是神通广大的笛卡尔坐标。由此笛卡尔建立了一门崭新数学分支——解析几

何。 

 

3．你知道算术的“算”字为什幺是竹字头吗？ 

1954年在湖南长沙一座战国晚期的楚墓中，发掘出一个竹笥(si)，里面装有 40根

长约 12厘米的竹棍，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算筹。到了十三世纪人们用竹棍

把算球穿起来，制成了一直到今天仍流传使用的算盘，用它来计算、加、减、乘、

除，这就是小学数学的四则计算。 

人们最初的计算只是数数。数过去，再数过去，这就是加法：数过去，再数回

来，这就是减法。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和经验，人们总结出便



 

 3 

于记忆和提高计算速度的加法口决„„七四一十一，七五一十二，七六一十三，七七

一十四，七八一十五„„ 

后来人们注意到一种情况：几个相同的数相加，例如二个九相加得十八，三个九

相加得二十七„„九个九相加得八十一。于是人们为了简便总结出乘法九九口诀。可

见，乘法只是加法的简便算法。那私，知道“二五一十”这句乘法口诀，十里有几个

五，几个二呢？这就是除法。可见，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由于加与减、乘与除是互

逆关系，所以可以利用加法口诀计算减法，用乘法口诀计算除法。在分数除法中，除 

以一个分数，可以把分数颠倒相乘。同时除法也可看成是减法的简便计算。 

 

4．惊人的老鼠繁殖 

一对老鼠原也没什幺稀奇，但谈到它们的繁殖能力，却着实叫人大吃一惊。也许

有的读者会问，一对老鼠即使有再强的生殖能力，并接二连三地繁殖下去，一年最多

也就只能繁殖出千儿八百的小老鼠。其实不然。下面我们就计一个“老鼠算题”。听

完这个故事，你就会对老鼠那惊人的繁殖能力有了重新的认识。 

这是日本古代一本有名的算术书《尘劫记》里的题目，把原文改写通俗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正月里，有 2只大老鼠生了 12只小老鼠，这两共计是 14只。 

这些长大了的老鼠在二月里互相成亲，每对（2只）都生了 12只小老鼠，连大带

小共计是 98只。 

三月里又有 49对老鼠各生下 12只小老鼠。这四代共计是 686只。 

这样，每月一回，父母、儿女、孙子、曾孙子、子子孙孙，总是每对生 12只，那

么十二个月里将变成多少只呢？” 

我们列出算式，即 

2×7×7×7×7×7×7×7×7×7×7×7×7 

=27 682 574 402。 

究竟变成了多少只呢？你能准确地读出来吗？是二百七十六亿八千二百多么七万

四千四百零二只。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又是多么惊人的繁殖能力呀！ 

 

5．二月为啥少两天 

小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闰年全年有多少天？平年全年有多少天？一年多

少天是不能随意增减的，而一个月多少天却是人们自己规定出来的。 

据说很早以前，古罗马儒略·凯撒大帝修改历法时，原定一、三、五、七、九、

十一月各为 31天，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各为 30天，全年共 366天，平年减

少一天为 365天。但在平年应从哪个月里去减少一天呢？当明古罗马处决犯人都规定

在二月份执行，因此人们把二月份看作不吉利的月份，厌恶它希望缩短它，所以就把

二月份减少一天，改为 29天。后来罗马帝王奥古斯特在修订历法时，为表彰自己的功

绩，又从二月份里取出一天，加在他出生的八月份里。这样一来二月只有 28天了。同

时又把九、十一两个大月改在十、十二月上，就成了现在大、小月的样子。 

那么闰年的二月为啥有 29天呢？现在规定平年 365天，可是事实上地球绕太阳一

周的精确时间是 365.2422日，就是说有 365 天多一点。这样每过四年就会多出一天。

于是制订历法的人就把这一天放到二月份，这样闰年的二月就有 29天了。 

因为要经过 4年才多出一天，所以隔四年就有一个闰年。根据规定：以公元年份

为标准，凡是 4的倍数的年份必是闰年。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 400的倍数才

是闰年，这也就是历法规定的：“百年少一闰，每四百年加一份闰”。 

 

6．数学，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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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所城市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入学测试，老师问一个

从未到过农村的孩子：“你知道吃的米和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粮店来的。”

“粮店里的粮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你觉得幼稚可笑吗？ 

其实，虽然今天你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快要毕业了。如果提出一个类似的问

题：“数学是从哪里来的？”你会不会认为是从教科书上来的呢？或者是从数学家的

头脑里想出来的呢？那幺那么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知道吗？你能说清楚吗？ 

你可知道，你在小学学过的和将来升入中学还要学的数学知识——算术、几何、

代数、三角，是人类从远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才获得的。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二、

三百万年了，可是直到二、三万年前，才建立起初步的数和形的概念，积累了一点数

学知识，这些知识就是幼儿园孩子们学的那些简单的数与形。大约在公元七世纪欧洲

最有学问的英国学者倍达曾经说过：“没有比算术四则再难的了！现在从小学到中学

学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直到 400年前公元十六世纪才完备起来。可是到了公元

十八世纪，人们还对分数感到头痛。这就是说，你在学校的几年里，学完了人类二、

三百万年里通过生活实践积累起来的数学知识！这真了不起！可是，当你回忆当初扳

手指头数数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当时真是太幼稚了呢？” 

 

7．头发、游鱼与数学 

你能回答出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吗？你能回答出一个池塘里有多少游鱼吗？你一

定会皱着眉头，觉得无从下手，无法知道它的数量。 

怎幺解决这个问题呢？原来这就要用一种新学问——数理统计来解决它。你头上

有多少根头发？回答这个问题，一根根数显然是不行的。怎幺办呢？那就要测量一下

长着头发的头皮面积有多少，再数一数一个平方厘米的头发有多少根，然后再乘法计

算，得出头发的总数。据统计，人的头发大约有 13至 15万根。 

那么怎样计算在池塘里游动的鱼有多少条呢？你只要从池塘里捞出 100条鱼，然

后在每条鱼身上拴条红线，或者做别的记号，然后把鱼放回池塘里。过一两天后，当

这些鱼游开后，你再捕上 100条，看看这 100 条鱼中有几条做了记号的鱼。如果有 2

条有记号，那么池塘里的全部鱼 X应为： 

x

100

=100

2

    x≈5000（条） 

你看，这种统计的方法妙不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