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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珠算在列。

作为国家《数学课程标准》中的一部分，珠算在小学数学课程一直
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2001年，国家基础数学课程标准中，“珠算”被
删除。

不过，民间的珠算研究者却一直在试图推动珠算这个古老文化的
复兴，中国珠心算协会原副会长、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教授郭启庶
就是其中坚人物。他甚至用珠算文化编写了一套基础数学实验教材，
自2002年起供两所学校使用。

珠算文化该不该融入中小学传统教学？能否融入中小学传统教
学？各方人士争论不止，至今没有结论。 晚报记者 张志颖

8月 1日，已 70岁高龄的郭启庶趴在电脑
前，一个字符、一个珠码、一个图片地输入，手边
放着一把小算盘。他一直在倔强地编写着“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已进行到第15册。

作为一个民间珠算文化的推广人，郭启庶
奔走呼号了 23年。他期盼在珠算成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后，以珠算文化为基础的数学实
验教材可以在国内基础数学教育中崭露锋芒。
为此，他已经从现代珠算理论的主要创建研究
者转向到现代数学基础教育的教学实验和改革
中，而他手中的工具仅是一把小小的算盘。

“珠算能代替西方数学中的笔算，演算诸如
函数、几何等复杂数学问题吗？能解决应用题
问题吗？”……饱含非议的争论声中，郭启庶

2001年编出了他的第一本小学珠算实验教材，
随后陆续编出系列教材。

2002年、2003年，郭启庶的小学珠算实验
教材先后在河南省两所小学开始实验，这也是
国内仅有的两所“珠算数学”实验学校，其中一
所还是教学氛围比较轻松的民办学校。

如今 6年过去了，基层教师的最终反馈结
果表明珠算数学教学法“节省了数学教学时间，
增加了教学内容”。而最早使用珠算数学教材
的济源市五龙口小学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原来
6年的数学教学任务。在另外一所学校，原来
极力反对孩子学习珠算数学的家长，思想开始
发生转变。

“他的珠算教材比西方数学中的笔算快捷，

可以更简单地解决函数、几何等复杂问题，在帮
助学生解决应用题问题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有10年常规数学教育教龄的赵绘敏在接触5年
珠算数学教学后，对郭启庶的珠算实验教材作
了如此评价。

小范围的成功，郭启庶并不满意，他希望深
入研究珠算理论和数理文化的专家、学者和数
学教育改革管理者能多起来，真正把中国的传
统珠算文化普及。

然而让他遗憾的是，直到申遗成功的今
天，珠算文化仍然被排斥在主流数学基础教育
之外。

郭启庶移动自己患病的双腿站在窗前，背
影孤独地映在墙壁上。

一个珠算文化复兴者的六年实验

7月30日下午，河南某学校。
小学五年级教室中，30多个孩子在上数

学课。赵绘敏站在讲台上，手中拿着一沓写
着各类数学符号的卡片，微笑着看着孩子们，
她将一张写有开平方根题目的卡片出示给孩
子们看。

原来规规矩矩坐着的孩子们，有的开始
拨动课桌上的算盘，有的把两只手放在头两
侧快速作出拨算盘的姿势，而有的孩子仍然
规矩地坐着，但神情已经变得专注和认真。

在短暂的噼里啪啦的拨算珠声音里，
“0.317”的答案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孩子
们最短的运算过程仅用了几秒钟。

赵绘敏用微笑鼓励孩子们。随后抽出了
一张要求展开的立方和数学式子，孩子们同
样迅速地用尖尖的童音喊出了答案。

当手中一沓数学卡片用完后，正式课之
前的“健脑体操”结束，孩子们的神情才有所
放松。

事实上，这些五年级孩子的脑训练题目
却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才学的内容。

和这些训练题相应的是，这些孩子所学
的数学教材与其他普通小学内容截然不同。
这是一本名叫《优因数学》的实验教材，由河
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授郭启庶根据中
国传统珠算及数理文化编著。

“这些孩子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珠
算数学的。”赵绘敏介绍，目前，她所教的五年
级学生的数学能力已经达到现行初二学生的
数学水平，若继续学到初中毕业，他们可以比
较轻松达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水平。

“珠算可以让孩子们在拨动算珠的过程
中清晰地看到计算过程，比较容易理解计算
的原理，引发对数学问题的思考，培养数学的
思维方式，是一种优秀的数学学习方法。”赵
绘敏说。

珠算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工具和教材，
是仅将其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将其加以灵
活运用呢？

“任何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实验都充满了存废之争，这是一种普遍
现象。但只要事实验证是正确的，符合科学
真理，并且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用，政府
有关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其发展，或者
给予发展空间。”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周正这
样认为。

在韩国，为了恢复丢掉多年的珠算教育，
韩国媒体提出了使珠算成为和数学教育相连

接的口号，最终使消失了 20多年的珠算教育
重新复活。

日本尼崎市成立了“计算特区”，专门在其
小学中进行珠算实验，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
一直下降的计算能力，截至今年，已经有 21所
学校开展珠算课程。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河南学者任晓林认
为，已经存在 2000多年的珠算数理文化，其实
是中国原始元典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正是
由于中国的数理文化往往隐藏在浩瀚的以“文
言”形式表述的优秀典籍中，完全被艺术化了，
所以才在近100年的元典传统文化缺失中随之

缺失。这种文化需要复兴，而这种复兴需要更
多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共同参与。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王
海燕感觉，把珠算融入到现行数学教材中有
点不现实。她认为，现行数学教育无论有没
有弊端，都有自己的体系，而珠算则是另一套
体系，融合的可能性比较小，并且没有什么可
比性。孩子们应该在儿童期接触算盘、了解
算盘，可以把目前流行的珠心算作为儿童的
启蒙课来进行，因为珠心算确实可以开发大
脑潜能，建立孩子的空间感，对他们的思维发
展有一定塑造。

在郑州市内部分暑期补习班，记者随机对
参加补习的20个学生采访时，不少学生对学习
数学感到害怕，感觉“数学很难学”。而补习班
的教师则把“计算错误”和“理解错误”列为教学
的难点。

数学补习班资深教师李国谭表示，很多小
学生感觉学数学困难后，随着初中和高中数学
难度加大而“兴趣下降”，“数学能力滑坡”是不
少学生及其家长的最大困扰。

对此，郭启庶把这些造成数学教育难点的
症结归于现行的数学基础教育教材。

郭说：“照搬西方数学教育结构体系，漠
视儿童认知规律，省略数学的思考性和创造
性过程，把逻辑严密的数学划分为支离破
碎、没有内在联系的分散、零乱的‘知识点’，

随意组合、搭配，这是一种缺乏科学态度的
做法，也很容易将学生引入学习数学的困难
和歧途里。”

他认为，只有将中国传统珠算文化融入基
础数学教材中才可能改变这种困境。

事实上，早在7年前，国家的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标准中已经删除珠算，理由是“珠算已被计
算器代替，算盘的费用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郑州某小学曾将常规数学改为珠算数学，
该校校长秦志红对此深有感触：“天天都有家长
围着不走，认为珠算是过时的东西，根本无法和
常规数学相比，要求取消珠算数学。”

“早都淘汰不用了，想不出旧时除了算算
账，它还会有什么用处。而用算盘教孩子学数
学，我看不会有家长同意，现在都用上电脑了

呀。”作为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家长，郑州市民高
春利认为，算盘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我从没有考虑过用算盘教数学，也许是可
行的，但现行教材怎么办？还是随大流比较好，
假如这种实验失败了，咋向家长交代？我们不
会冒这种风险的。”郑州市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小
学校长说。

谈到珠算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郑
州市第四十五中副校长贾洪波认为，如果珠算
对数学教学确实有促进作用，可以考虑运用。
但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如果没有经过实践的
检验，还是应该存疑。何况是一种教育实践，更
应该慎重考虑推广。并且假如是可行的，教育
师资如何储备，学生和家长认知水平是否能达
到，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两所小学6年珠算教学实验

“珠算过时论”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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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文化能否融入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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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数学课前的“健脑体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