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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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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１　　　　

目　录

阿拉伯数字里的天才奇想 １………………………

欧洲的门厅是０层 ５………………………………
“不可思议”和“模糊”是数的单位 ８………………

６６６是比尔·盖茨？ １４……………………………

顺读倒念都一样的数字 １８…………………………

体育明星们的号码 ２１………………………………

蜜蜂与牵牛花的数学 ２５……………………………

病毒是正二十面体 ２９………………………………

笼形蛋白与足球 ３３…………………………………

见一知十的不规则碎片形 ３７………………………

花瓣数是斐波纳契数 ４１……………………………

格列佛游记与十二进制 ４８…………………………

最佳结婚年龄是２８岁？ ５１………………………

３月１４日是π日 ５４…………………………………



２　　　　

魔方阵的魔力 ５７……………………………………

满意的遗产分配 ６２…………………………………

日历上失踪的１０天 ６５……………………………

数字家的墓碑 ６９……………………………………

音乐中的数学 ７３……………………………………

美术中的数学 ７９……………………………………

文学中的数学 ８３……………………………………

建筑中的数学 ９０……………………………………

电影中的数学 ９８……………………………………

条形码的检测数字是安全装置 １０２………………

抛物面天线原理 １０７………………………………

用对数表示的单位 １１３……………………………

Ａ４纸与节约精神 １１７………………………………

输给数码相机的手动相机 １２１……………………

电视与电影赛跑 １２４………………………………

给地图上色 １２７……………………………………

ｇｏ＋ｓｔｏｐ与方程式 １３１……………………………

爱的方式 １３６………………………………………

百分比的魔术 １４０…………………………………

平均并不是万能的 １４４……………………………

舆论调查的虚与实 １４７……………………………



３　　　　

连续剧《Ａｌｌ　ｉｎ》的ｆｕｌｌ　ｈｏｕｓｅ　 １５０…………………

尤茨游戏的概率 １５４………………………………

尝试人生逆转？ １５８………………………………

体育的概率 １６１……………………………………

数学的诺贝尔奖就是阿贝尔奖 １６５………………

恐怖数字１１的偶然 １６９……………………………

蝉的生存战略 １７３…………………………………

坐梯子的秘密 １７６…………………………………

人体节律与三角函数 １８０…………………………

信用卡检测数据 １８４………………………………

几何级数增加 １８７…………………………………

绝对真理的陷阱 １９２………………………………

用数学观察时代精神 １９７…………………………

懂得统计就可以看清世界 ２０１……………………

墨菲法则和萨里法则 ２０６…………………………

世界七大奇迹 ２１５…………………………………

阿喀琉斯能否超载乌龟 ２２０………………………

女性不擅长数学吗 ２２５……………………………

与数学交友 ２３４……………………………………

圆桌会议与下水井口 ２３６…………………………

棒球的勾股定理 ２４１………………………………



４　　　　

五角星 ２４５…………………………………………

水果店里的数学 ２４９………………………………

一笔挥就 ２５３………………………………………

纽结理论与ＤＮＡ复制 ２５９…………………………

瓦的曲线 ２６３………………………………………



书书书

　　　　　　　　　　 　　　

感 受 数 学 生 活

１　　　　

　
　
　
　
　
　
　
　
　
　
　

　
中
学
理
科
课
程
资
源

阿拉伯数字里的天才奇想

数字的历史被喻为是“人类智慧创造的不倒的巴别通

天塔”。尤其是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火、电一样是一个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由于阿拉伯数字使用很普遍，所以

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但形成目前这种简便实用的数字，

人类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埃及数字

先来看古埃及数字（如图１）。

图１
１　０００呈荷花状，１００　０００呈蝌蚪状，据说是因为当

时荷花、蝌蚪都非常普遍。还有１　０００　０００这个数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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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大得令人吃惊的数字；古埃及人把这

种吃惊的表情形象化地用来表示这个数字，我想这也不

足为怪。

这种埃及数字的标记方式十分繁琐。比如说，要想

写出４５６这个数字，就要写出４个１００，５个１０和６个１
（如图２）。

图２

罗马数字和中国数字

罗马数字较埃及数字有所进步。

Ｉ　　Ｖ　　Ｘ　　Ｌ　　Ｃ　　Ｄ　　Ｍ

１　　５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现在依然沿用的罗马数字基本上与埃及数字相同，

只是又单独标记出相当于５、５０、５００的数字，避免重复５
次标记的繁琐步骤。比如说，４５６用罗马数字可标记如

下，特点是标记方法较埃及数字更简单一些。

４５６＝（４×１００）＋５０＋（５＋１）

　　　ＣＣＣＣ　　Ｌ　　Ｖ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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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数字而言，因为其本身含有从１到１０的基本

数字，所以如果想标记出４５６，只要连续写出四百五十六

即可。

印度—阿拉伯数字

综上所述，数字的标记方法在其演化过程中不断得

到发展，尤其是印度人给它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变化。用

当前的标记方法写４５６时，由于４位于百位，所以不必明

示４个１００也能知道是４００，也就是说，他们想出了数字

在不同位置表示不同数值的“位置记数法”。

实现这种记数方法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表示位数空缺

的０。比如说，１２３这三个数字，如果没有０，就很难判断

出是表示１　２０３，还是１　０２３。这种记法看似简单，人类却

为此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现在的数字是发明这种标记方法的印度人传到阿拉

伯世界后形成的，所以严格来说应该叫“印度—阿拉伯数

字”，但不知为何前面的印度被忽略而直接命名为“阿拉

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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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个活学问

大多数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有

些人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数学是一成不变的学问，理

由是数学是不变的真理。（如图３）

图３
不过从数字标记的发展历程看，数学并非是由“标本

化知识”构成的“化石学问”，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活学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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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门厅是０层

门厅是０层

去欧洲旅游，很多时候因建筑物楼层问题引起不少

误会。从大楼前厅乘电梯明明是上了２层，可走出去一

看却还是１层，令人不可思议。对我们来说，建筑物前厅

通常应该是１层，可他们却是０层，或许他们的这种定义

从数学角度讲更为合理。在我国，从地下３层乘电梯上

升４层就是地上２层，而欧洲却是地上１层。假设地下

楼层为负（－），地上楼层为正（＋），那么，欧洲方式更符

合数学计算结果。

中国：地下３层＋４层＝地上２层

　　　　－３　＋４　＝　１
欧洲：地上３层＋４层＝地上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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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出现的０

在数学史上，人类提出０这个数字概念始于公元前，

但正式开始使用却是公元１０世纪的事情，可以说０是经

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发现的数字。

毋庸置疑，数学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

比如说，熟悉阴阳理论的中国就比西方国家更早地接受

了阳数和阴数这个概念；还有在佛教圣地印度，由于有

“空”的概念，所以很容易想出０这个数字。当然０这个

数字在印度之前也能在两河流域或玛雅文明中寻觅到它

的踪迹，所以不能说是纯粹印度的发明。但印度数学家

们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没有把０视为特殊记号，而把它看

作是一个普通的数字。

与数字０有关的“无”的概念好像很适合东方人的情

趣。比如说，与西方画不同，在东方画中更看重空白之

美。古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断言

“真空是不可能的”，这与以“无”为念冥想，寻求内心平静

的东方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在计算机键盘上０也是在９之后，这或许与０比９
较晚出现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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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的开始应为２００１年

０这个数字的较晚出现也给划定一个世纪带来了影

响。２１世纪的开始应为２００１年，但２０００这个数字与

１９９９看似有天壤之别，所以把２０００年视为２１世纪的开

始可能更符合人们的思维定式。

不过，无论怎样２００１年还是２１世纪新千年的开始，

因为从公元前到公元后的第一天不是０年１月１日，而

是１年１月１日。１世纪是１年到１００年，这样理所当然

２１世纪也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

在网球里０分是“ｌｏｖｅ”

在网球比赛中，０分叫“ｌｏｖｅ”，１分叫“ｆｉｆｔｅｅｎ”，２分

叫“ｔｈｉｒｔｙ”等。关于０分叫“ｌｏｖｅ”有几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数字０外形酷似鸡蛋，所以０分叫

“ｌｏｖｅ”；还有的说，过去一贵族与仆人举行了一场网球比

赛，在主人没有得分时仆人没有叫０分，而是用了“ｌｏｖｅ”

这个爱称。如此看来，表示一无所有、空空如也的纯粹的

数字０，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与“ｌｏｖｅ”的确有相通之外。



　　　　　　　　　　 　　　

感 受 数 学 生 活

８　　　　

　
　
　
　
　
　
　
　
　
　
　

　
中
学
理
科
课
程
资
源

“不可思议”和“模糊”是数的单位

移动圆盘的传说

印度贝拿勒斯婆罗门教大寺院曾经流传着一个著名

的传说。据说这个寺院里有３根钻石柱，神在缔造这个

世界的时候将６４块纯金圆盘存放在其中一根钻石柱上。

这些圆盘大的被放在下面，小的则叠放在上面。有一天

神命僧侣们将圆盘移到其他钻石柱上，不过须遵守两个

规则。首先，圆盘只能一次移动一个；第二，不能把小圆

盘放在大圆盘上面。当把这６４块圆盘全部移到其他钻

石柱上时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

根据这个预言到世界末日，即把这６４块圆盘全部移

到其他钻石柱上究竟还剩多长时间呢？

根据移动次数，计算的结果是２的６４次方减１。假

设移动一次圆盘所需时间为１秒，则移动全部圆盘需要

１８　４４６　７４４　０７３　７０９　５５１　６１５秒，即５８３　３３４　８５８　４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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