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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心算进课堂：必要性与重要性

2020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

尚希提出提案，建议将珠心算尽快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课程之中。刘尚

希指出，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应增加作为“另一种知识体系”的珠心算

课程，让珠算文化服务于知识涵养、技能养成和素质培育，让珠算科

学效力于当代智力开发与人才培养，让传统珠算的科学价值、文化价

值和现代教育价值在新时代得到全面彰显，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专职副主委、教育学博

士黄燕苹也呼吁，在修订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时候适当增加一定的珠

算运算内容，将小学生引进“珠算的大门”。黄燕苹认为，珠算作为

一种计算工具早已被替代，但它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训练孩子们的

思维方式大有裨益。此外，另有人大代表建议，在相关职业教育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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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珠算珠心算课程建设；也有国内顶级媒体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

言，希望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进一步重视和发挥珠算珠心算的科学文

化价值和教育育人价值。

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

很重了，再将珠算纳入小学课程，无疑增添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也

有人觉得，现在电子计算已经很普遍了，学习珠算技能、提高学生的

计算能力已意义不大。这些观点大多失之偏颇，实难苟同。我们认为，

将珠算重新纳入小学义务教育数学课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具有重

要意义。

一、珠算教学重新纳入小学数学课程的必要性

数的认知与数学计算是小学数学教育的基础内容，也是人类必备

知识与技能的最基本构成。中国珠算与现行笔算是实现上述教学任

务、教育目标的两大不同体系和途径。从珠算的独特性、发展性和传

播性来看，尽管珠算作为大众快速计算工具的作用渐渐消失，但是它

在数学教育尤其是启智教育上的功能却日显重要。

首先， 珠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

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尊

崇它为“另一种知识体系”，是“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这是对我

国珠算的新认知、新评价，远超出国内对珠算的片面认识，值得我们

深刻反思。现在的数学课程提倡“数学文化”，珠算文化理所当然地

应该为炎黄子孙所知晓和运用。

其次，算盘是极好的直观教具和学具，具有半具象、半抽象特征，

它比常用小木棒更便于在儿童与知识之间架起一座认知桥梁。数学课

程改革强调学生动手操作，打算盘是学生十分喜爱的具象、直观的数

学操作活动。课程标准提倡使用计算器，但是用计算器进行整数四则

运算，由于不显示运算过程（黑箱操作），不如珠算来得直观清晰透

明。在理解算理过程方面，珠算远比计算器优越。在教学效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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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也显著高于现行数学计算课程。

第三，世所公认，珠算是学习位置记数法的最佳模型。珠算的加

减，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计算过程和进位方法。珠算的上珠为“5”（5

个手指），“五升十进”，对于位值计数、加减的辨证统一以及算法

的多样化，非常有益。

第四，经创新发展，珠算能够显著开发儿童智力潜能，促进儿童

记忆能力、反应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高，达到“一科学习，

多科受益”的正向学习迁移效果。相关结论已得到实践检验，并获教

育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理论研究的证实。

第五，目前，珠算在全球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得到广泛传

播。今日东亚国家小学数学课程多半都包括珠算，现今一些西方发达

国家（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小学数学教材也会介绍中国珠算。在

珠算的全球传播中，日本、马来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占比日益扩

大，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我国的“珠算大国”形象与地位构成冲击

和挑战。这些新形势新情况，也对我们在国家层面开展珠算教育提出

了新要求，推高了国家认同珠算教学进课堂的现实紧迫性。

二、珠算教学重新纳入小学数学课程的重要性

珠算所拥有的丰富属性、显著特色以及重要价值，赋予它同数学

教育剪不断的关联，也决定了它对人类早期智力开发可能产生的深刻

影响与积极作用，因此，将珠算教学重新纳入小学数学课程，有利于

发挥珠算在科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多重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充分发挥珠算的科学

价值与应用价值。珠算是人类科学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是中国古代

数学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数学机械化的重要成就，曾为我国天文、

数学、音乐等研究和应用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提供了基础保障。珠算是

一门尚未被大众普遍认知的科学，它既属基础科学领域，又属应用科

学范畴，或者说它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应用科学。算盘的物理构造（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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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珠算的算理算法（软件）都蕴含朴素而深刻的科学道理，与现

代计算机结构类同、算法一致、语言相当，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

计算机”和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印度时报》和英国《独立报》

分别评选出“改变世界的 50 项发明”和“改变人类的 101 项科学发

明”，中国的珠算均位列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珠算的创造与实

践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尤其是

提供了一个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作为有别于西方公理化数学思想

的“另一种知识体系”，珠算即便在当今，其五升制、十进制、位置

制、累数制以及二元示数、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也没有任何其他工

具或体系可以超越，其科学性及在此基础上挖掘出来的其它功能，仍

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珠算这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千

百年后仍在现实社会广泛使用，不得不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这

对于培育国人科学素养，培养民族科学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

感，都是难得的好教材。

第二，有利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同

志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也是世界文化瑰宝。

它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骄傲和自豪。作

为绵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珠算科学理念、形象歌诀乃至运算操作等

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思维特征和行为习惯的有力塑造，也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 年 6 月，珠算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

12 月，中国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文化的传承重在教育，对珠算进行普及性教育，有助于充分发挥

该遗产项目的功能、价值与作用，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事

业后继无人、后继乏力等后顾之忧，永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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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古老珠算的亲手触摸、亲身体验、用心学习与成

就自我过程中，孩子们从小就可以深刻感受传统文化的现实冲击与无

穷魅力，从而引导和培育他们树立起更加坚定的，且有历史现实根基

支撑的民族文化自信。

第三，有利于倡导和实施素质教育，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珠算是人类早期启蒙教育和数学基础教育的中国方案、

中国体系，有着鲜明的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在教育领域，它不仅是

知识技能教育和智力开发的方式方法与实现途径，而且有利于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利于素质教育的落地与实施。以智育为主攻方

向，珠算还可向其他方向延伸与渗透。它可配合进行文化传统教育、

科学精神培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它有智力体操之美誉，可用作竞技

比赛项目；它内含丰富审美，如工具结构之美、歌诀韵律之美、速度

想象之美、科学智慧之美等；它还可作劳动工具、劳动手段，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等等。不仅如此，珠算对培育学生非智力因素

也有明显促进作用。它能够丰富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快捷的计算能让

他们产生愉快的体验和情绪，有利于养成健康活泼的性格；珠算比赛

既是对学习成绩的检验，也是对学生耐受性与意志力的考验，有利于

培养孩子的好胜心、挫折感和自信心，等等。

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方面，珠算有它独到之处。科学的、民族的、

大众的中国珠算，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既有乐学善学的工具与方

法，又有体现科学精神的理论与原理，更有与作为当代信息技术基础

的计算机相似的结构和理念。

第四，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助力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实现中国梦，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归根结底都要以人的发展尤其是智力品质的提升为前提。经创新

发展形成的珠心算，能够极大增强计算能力，有效拓展空间思维，显

著提升整体智力，是人类启智开慧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珠算心算聚焦

https://baike.so.com/doc/5684812-5897495.html


研究参考 2020 年第 1期（总第 1期）

- 6 -

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开发人的大脑，为提高全民素质提供了智

力开发新途径，也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

和智力支持。

除基础教育外，珠算珠心算还广泛应用于职业教育、师范教育、

特殊教育和老年教育等领域，是终身教育的理想载体。珠算不愧为世

界上伟大的发明创造，其杰出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独树一帜，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也出类拔萃。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不可多得，且当下仍在与时俱进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科学文化课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重要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

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2019

年初，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启动会在京召开，教育部明确强调此次修订

工作的“五个体现”中“要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珠算珠心算重返小学数学课堂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

熟，传统珠算文化重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并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的美

好前景值得期待。

文章作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珠心算研究中心 文志芳 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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