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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术和数学

你也许听过爸爸妈妈把“数学”说成“算术”。那么，算术和数学是一

回事吗？

实际上，算术和数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算术包括整数、小数、分数的加减乘除法和它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的

应用。算术里不讲负数，也不讲用字母组成的代数式的运算。如果讲到

负数、方程，那就是代数的内容了；如果讲到有关图形的许多性质，则是

几何的内容了。算术、代数、几何都是数

学 的 一 门 学 科 。 数 学 还有很多分支学科，

如微积分、数论、集合论、概率论等等。

现行小学数学课本中除了算术外，还有代

数、几何等方面的初步知识，所以小学课本不

叫算术，而叫数学。

 认识数学

从数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数学一直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必要工具。

知 识 链 接

算盘的起源之谜

算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关它的起源却争论了上百年，至今仍

没有明确统一的说法。以清代数学家梅启照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算盘起源于东汉

南北朝时期。而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则认为算盘是元朝中叶时出现的，到元末明

初的时候已经被普遍使用了。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后来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

朝、流行于宋朝的第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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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数学所研究的内

容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一般来说，数学

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

学，即研究数和形的科学。就数而言，从自

然数计数和计算开始，逐步发展到有理数、

无理数、实数，以及复数理论、代数方程理

论等；就形而言，从平面几何图形面积的计

算，发展到空间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20

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诞生以后，数学的发展更快，新分支更多，如数理

逻辑、模糊数学、系统工程等，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现代化，则处处

离不开数学。我们知道，数学是小学教育中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作为一名小

学生，一定要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以及对于数学知识的初步应用能力，为将来建设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学奥林匹克

数学竞赛与体育比赛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之

处，因此国际上把数学竞赛叫做数学奥林匹克。最

早的数学竞赛于1894年在匈牙利举办。从此以后，

许多国家争相效仿举办了全国性的数学竞赛；1902

年，罗马尼亚首次举办数学竞赛；1934年苏联首次

举办“数学奥林匹克”，此后保加利亚于1949年，

波兰于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于1951年，南斯拉

夫、荷兰于196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63年，英

国于1965年，加拿大、希腊于1969年，联邦德国、

奥地利于1970年，美国于1972年……也都举办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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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竞赛。

1956年，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倡导的高中数学竞赛，

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武汉四大城市举行，从而揭开了我国数

学竞赛的序幕。

国际性的数学竞赛活动，是从1959年开始的。这一年，罗马

尼亚数学学会首先发出倡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第一届“国际

数学奥林匹克”，得到了东欧七国的积极响应。此后，世界上每

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数学竞赛活动。1985年，我国首次派代表

参加了第26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数”是怎么产生的

“数”是人类在从事生产劳动等社

会实践中产生的。在远古时期，我们的

祖先在狩猎、捕鱼以及后来的家禽饲养

和劳动工具的制作等生产劳动过程中，

为了估计产量和生活需要量，逐渐产生

了有关数的概念。

人类最初产生的“数”的概念是

“有”和“无”。例如大家出去打猎，

可能打得到，也可能一无所获，于是就渐

渐产生了“有”与“无”的概念。进而产

生了“多”与“少”的概念，如甲打到了5

只野兔，乙打到了3只野兔，甲就比乙多打了2只野兔。

  古人在生产劳动中，产生数的概念。图为

古埃及人生活场景。

 远古人的计数

早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由摘野果和捕获野禽、野兽，逐渐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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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数字

1. 中国数字。是指我国汉字中以及商

业中通用的记数符号，分为小写、大写、

数码三种。

小写：零、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等。

大写：零、壹、贰、叁、肆、伍、陆、

柒、捌、玖、拾等。

2.…罗马数字。是罗马人创造的记数

符号。基本的共有七个：I（表示1），V

（表示5），X（表示10），L（表示50），C（表示100），D（表示500），

无、大小等概念。后来，又发展到利用结绳、刻痕、手指来计数。

1937年，在维斯托尼斯（墨拉维亚）发现一根40万年前的幼狼前肢骨，

7英寸长，上面有55道很深的刻痕。这是已发现的用刻痕方法计数的最早的

资料。直到今天，在欧、亚、非大陆的某些地方，仍然有一些牧人用在棒上

刻痕的方法来计算他们的牲畜。

秘鲁的印加族人（印第安人中的一部分）古时（公元前1500年前）每收

进一捆庄稼，就在绳上打个结，用来记录收获的多少。据《易经》记载，上

古时期我国人民“结绳而治”，就是用在绳上打结的办法来记事表数的。

罗马人在文化发展的初期，用手指作为计数的工具。他们要表示1、2、

3、4个物体时就分别伸出1、2、3、4个手指；表示5个物体时就伸出一只手；

表示10个物体时就伸出两只手。从罗马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痕迹，如

Ⅰ、Ⅱ、Ⅲ等来代表手指数；要表示一只手时，就写成“Ⅴ”字形，表示大

拇指与食指张开的形状等。这已是数码的雏形。

数码符号的引进，是人类对数学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数”已从

各种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具有“独立”的地位。

 汉代计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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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数字是谁创造出来的

我们在学习数学时，离不开“阿拉

伯数字”——1、2、3、4、5、6、7、

8、9、0。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是阿拉

伯人创造的。那么，为什么又把它们

叫做“阿拉伯数字”呢？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周围

的民族，建立了东起印度，西经非洲到

西班牙的撒拉孙大帝国。后来，这个伊

斯兰大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由

于这两

个国家的历代君王都很重视科学与文化，

所以两国的首都都非常繁荣，特别繁荣的

是东都——巴格达。西来的希腊文化，东

来的印度文化都汇集到这里来了。阿拉伯

人将两种文化理解消化，从而创造了独

特的阿拉伯文化。

公元750年后的一年，有一位印度的

天文学家拜访了巴格达王宫。他带来了印

度制作的天文表，并把它献给了当时的

 罗马数字

M（表示1000）。

这些数字在位置上不论怎么变化，所代表的数是不变的。

3.阿拉伯数字。共有10个，0、1、2、3、4、5、6、7、8、9。由于它书

写简单，记数方便，看起来清楚，便于运算，所以早就成为国际通用的数

字。数学中所说的数字，一般就是指阿拉伯数字。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间的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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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链 接

为何没有诺贝尔数学奖

诺贝尔作为19世纪极具天赋的发明家，他的发明更多来自于其敏锐的直觉

和非凡的创造力，而不需要借助任何高等数学的知识。所以，诺贝尔本人根本

无法预见或想象到数学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有可能是他

认为枯燥的数学计算很有可能禁锢人的创造性思维，因此忽视了设立诺贝尔数学

奖。还有一点，当时的数学领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斯堪的那维亚奖，或

许，诺贝尔便觉得没有再在诺贝尔奖中设立数学奖项的必要了。

国王。印度数字1、2、3、4……以及印度式的计算

方法（即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法）也正是这个时候

被介绍给阿拉伯人的。由于印度数字和印度计

数法既简单又方便，它的优点远远超过其他的

计数法，所以，很快由阿拉伯人广泛传播到欧洲

各国。因此，由印度产生的数字被称做“阿拉伯…

数字”。  用罗马数字表示时间的钟表

 最小的一位数是 0 还是 1

我们知道，位数表示一个整数所占有数位的个数；数位是指一个数的

每一个数字所占的位置。对于3082这个数而言，我们说它是4位数。如此看

来，0也占一个数位了。但是记数法里有个规定：一个数的最高位不允许是

0，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规定呢？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么“0”就应该是

最小的一位数，因此，00是最小的两位数，000是最小的三位数……那么，

这样一来，最小的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乃至任意位数都是0，这显然是

错误的。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对一个数也就没办法确定是几位

数了。例如8是一位数，08就变成两位数，008就变成三位数……也就是说，

同一个数，我们可以任意称它为几位数了。“位数”这一概念也就没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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