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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外数学家故事小故事及读后感(摘)

一、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

前，关于圆周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

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

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 96 边形，求得 π=3.14，并指出，内接正

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 π 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得出了 π 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它是分

子分母在 1000 以内最接近 π 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

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阿基米德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

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 16，384 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

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阿基米德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

智是令人钦佩的！

二、高斯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老师教完加法后，因为老师想

要 休 息 ， 所 以 便 出 了 一 道 题 目 要 同 学 们 算 算 看 ， 题 目 是 ：

1+2+3+.....+97+98+99+100 = ? 老师心里正想，这下子小朋友一定

要算到下课了吧！正要借口出去时，却被 高斯叫住了！原来呀，高斯

已经算出来了，小朋友你可知道阿基米德是如何算的吗？高斯告诉大

家阿基米德是如何算出的：把 1 加 至 100 与 100 加至 1 排成两排相

加 ， 也 就 是 说 1+2+3+4+.....+96+97+98+99+100 

100+99+98+97+96+.....+4+3+2+1 

=101+101+101+.....+101+101+101+101 共有一百个101相加，但

算式重复了两次，所以把 10100 除以 2 便得到答案等于 <5050> 从此

以后高斯小学的学习过程早已经超越了其它的同学，也因此奠定了阿

基米德以后的数学基础，更让阿基米德成为——数学天才！

三、1966 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

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

的明珠(1 +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阿基米德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



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阿基米德在哥德

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

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阿基米德与王元、潘承洞在 1978 年共同

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阿基米德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阿基米

德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四、雅各布〃伯努利是欧洲著名的数学家，阿基米德于 1654 年出

生在瑞士的巴塞尔。从 13 岁开始，雅各布悄悄地写起了日记，阿基米

德把自己在学习中所取得的收获及遇到的难题，统统记了下来。翻开

阿基米德的日记，有阅读书报杂志的体会，有与别人讨论数学问题时

得到的启发，有解决数学难题突发的奇想……日记成了雅各布学习数学

的问题集，解决问题的思路集、办法集，研究数学问题的收获集、成

果集。雅各布对数学的执著追求，终于使阿基米德走上了研究数学的

道路。阿基米德 33 岁就成为巴塞尔大学数学教授。

五、韦达，法国数学家。被誉为 16 世纪最大的代数学家。阿基米

德是第一个有意识地、系统地使用字母于数学的人。阿基米德写

了许多代数学著作，如《分析方法入门》是最早关于符号代数的著作。

阿基米德的名著《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是方程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标志。阿基米德发现了有名的代数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韦达定

理”。阿基米德的工作成果为近代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推

进了方程论的发展。阿基米德还准确地预言了未来将出现一种运用符

号的关于量的演绎科学。阿基米德对三角学、几何学、天文学也有研

究，曾出版过三角学著作，设计改进历法等工作，在战争中为政府破

译对方密码，赢得很高声誉。

六、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

可阿基米德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阿基米德上学。阿基米德

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后来

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阿基米德一生的道路。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一

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

学，而是讲故事。阿基米德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

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



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阿基米德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

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阿基米德终身难忘。在

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

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

七、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阿基米德仅

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

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阿基米德的数学生涯。1936

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 世纪声名显

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阿基米德说：‚你可以在

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

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

中，阿基米德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阿基米德利

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 18 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

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八、欧拉小时候，回家后无事，阿基米德就帮助爸爸放羊。阿基

米德一面放羊，一面读书。家里羊渐渐多了，达到了 100 只。原来的

羊圈太小了，爸爸决定建一个新的羊圈。阿基米德量出了一块长方形

的土地，长 40 米，宽 15 米，面积正好是 600 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

能占地 6 平方米。正打算动工的时候，阿基米德发现阿基米德的材料

只够围 100 米的篱笆，不够用。欧拉的爸爸感到十分为难，若要按原

计划建羊圈，就要再添 10 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占地

面积就会小于 6 平方米。小欧拉却向爸爸说，不用增加材料，也不

用缩小羊圈，阿基米德有办法。爸爸不相信，没有理阿基米德。

但在小欧拉的坚持下，欧拉的爸爸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小欧拉赶

紧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设计，爸爸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

笆，材料正好够用，面积比原来想象的还稍稍大了一些。

九、帕斯卡爱好数学, 人又聪颖, 因此进步很快．只要是学数学, 阿



基米德一连可以坐上几个小时．人们看到帕斯卡小小年纪在那儿

长时间地正襟危坐, 孜孜不倦地攻读数学, 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童年

时的帕斯卡便阅读了大量数学书籍, 并且显露出非凡的才华．１２ 岁时, 

在一般小孩还未接触到几何学时, 阿基米德却以令人难以臵信的卓越数

学才能创立了独特的几何体系, 深得数学家们的赞赏．１６ 岁时, 阿基

米德勇敢地攀登新的数学高峰, 参加了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组织的小

组活动, 不久便写出了具有很高水平的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在这篇论

文中, 阿基米德提出了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 其三对边的交点共线这样

一个射影几何的重要原理．这一原理得到数学家的一致好评, 并将这一

定理称为＂帕斯卡定理＂．帕斯卡所创造的这一奇迹震动了巴黎所有

科学家．

十、赫农王让金匠替阿基米德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

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银子，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

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

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后来，国王将它

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出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有一

天，阿基米德去澡堂洗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里，一边看到水往

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阿基米德突然恍然大悟，跳出澡盆，

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直向王宫奔去，一路大声很着‚尤里卡‛（我知道了）

原来阿基米德想到，如果王冠放入水中后，排出的水量不等于同等重

量的金子排出的水量，那肯定是掺了别的金属。这就是有名的浮力定

律，既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出液

体的重量。后来，该定律就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

十一、今天，我读了《数学家徐利治的故事》，知道了徐立治老

先生在数学上为祖国做出了贡献，他写的许多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反

响，他还培养出一批成材的学生。

徐老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数学家？为什么能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原

因之一，就是他小时候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文章里写道：‚他在读书

时常把伯父给他的午饭钱省下来，用来买书和买练习本，为了节省用

纸，他常用手指在睡觉的凉席上练字，夜深人静，同学们早已进入甜



蜜的梦乡，徐利治却来到走廊，在灯光下认真地学习。白天，他

泡在图书馆里用馒头、白开水充饥……‛可以看出，徐老先生小时候学

习条件很不好，连买书、买练习本的钱都缺乏，只好节省午饭钱，然

而，他勤奋学习，并不因学习条件差而气馁。

十二、欧几里得,（约公元前 330-275 年），古希腊数学家。其著

作《几何原本》闻名于世。欧几里得将公元前七世纪以来希腊几何积

累起来的既丰富又纷纭的庞杂结果整理在一个严密统一的体系中，

从原始定义开始，列出 5 条公设，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

和推论，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第一个公理化数学体系。

据资料记载，有统治者问他学几何有无简捷的方法，他回答：‚在几何

里，没有来为国王铺设的大道‛。这句话后来成了传诵于古的学习箴言。

他的著作除《几何原本》外，还有不少，可惜大都失传，《已知数》、

《圆形的分割》是保存下来的著作。

十三、在我国古代，也流传一个利用浮力原理的‚曹冲称象‛的故事。

曹操的儿子曹冲小时候非常聪明。一天，有人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

操很高兴，想知道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有多重。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样大

的秤呢？魏国的谋臣武士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办法。小小的曹

冲却想出了一个妙法：他教人把大象牵到一只大木船上，刻下木船的

吃水深度；然后把大象牵下船而向船上装进一些石块，让木船吃水深

度与原来的刻度一致时即停止继续装石块。根据浮力原理，大象的重

量和船上石块的重量相等，而分散的石块是可以用普通的秤称出其重

量的。‚曹冲称象‛成为千古美谈。

‚曹冲称象‛的思想不仅仅是利用了物理学中的浮力原理，也利用了

数学中一个极为普遍的思想：转化思想。即把有待解决的问题，通过

适当的方法，转化为已经解决或已经知道其解决方法的问题。

十四、笛卡儿 我们现在所用的直角坐标系，通常叫做笛卡儿直角

坐标系。是从笛卡儿 引进了直角坐标系以后，人们才得以用代数的方

法研究几何问题，才建立并完善了解析几何学，才建立了微积分。

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曾经说过：“只要代数同几何分道扬镳，它

们的进展就缓慢，它们的应用就狭窄。但是，当这两门科学结合成伴



侣时，它们就互相吸取新鲜的活力。从那以后，就以快速的步伐

走向完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说过：“数与形，本是相倚依，焉能

分作两边飞。数缺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形数结合百般好，

隔裂分家万事非。切莫忘，几何代数统一体，永远联系，切莫分离！” 

这些伟人的话，实际上都是对笛卡儿的贡献的评价。

十五、读完《三个数学家》这本书，我深深地被她们刻苦学习的

精神感动了，并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其中，给我留下印象电

子学的是希腊的希帕蒂娅。公元前 370 年左右，希帕蒂娅诞生在埃及。

她 6 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她的学习态度十分踏实认真，‚她总是克

服窗外种种迷人的诱惑，而专心致志于面前的书本。街上的吵闹声不

时飘进她的住房，她却好像是个聋子，坐在桌前纹丝不动，对这一切

都无动于衷。‛当时，她才六岁啊。当我读到‚悲惨的死‛这个题目时，心

里不禁一惊，不知道希帕蒂娅遭遇了什么不幸。我迫不急待地读下去，

‚四旬斋节到了，一群暴徒奉西瑞尔的命令，拦截了希帕蒂娅乘坐的马

车，撕去她的衣服，用尖利的蚝壳割去她的肉，砍去她的手和脚，投

入火中……‛读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我憎恨那些穷凶极恶的暴徒，更

憎恨那些反动黑暗的社会。在那样的国家里闻名一时的学者竞遭如此

非人的残害。看来，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不行啊。

十六、1967 年 8 月 23 日，苏联的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

层时，突然发生了恶性事故——减速降落伞无法打开。苏联中央领导

研究后决定：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次事故。当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沉重的

语调宣布，宇宙飞船在两小时后将坠毁，观众将目睹宇航员弗拉迪米〃

科马洛夫殉难的消息后，举国上下顿时被震撼了，人们都沉浸在巨大

的悲痛之中。在电视上，观众们看到了宇航员科马洛夫镇定自若的形

象。他面带微笑地对母亲说：‚妈妈，您的图像我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包括您头上的每根白发，您能看清我吗?‛ ‚能，能看清楚。儿啊，妈妈

一切都很好，你放心吧!‛ 这时，科马洛夫的女儿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她只有 12 岁。科马洛夫说：‚女儿，你不要哭。‛‚我不哭……‛女儿已泣

不成声，但她强忍悲痛说：‚爸爸，你是苏联英雄，我想告诉你，英雄

的女儿会像英雄那样生活的!‛ 科马洛夫叮嘱女儿说：‚你学习时，要认



真对待每一个小数点。联盟一号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是因为地面

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距离宇宙飞船

坠毁的时间只有 7 分钟了。科马洛夫向全国的电视观众挥挥手说：‚同

胞们，请允许我在这茫茫的太空中与你们告别。‛即使是一个小数点的

错误，也会导致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壮告别。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有句名

言：‚在战争中，重大事件常常就是小事所造成的后果。‛ 换成我们中

国的警句大概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吧。

十七、我国数学家吴文俊教授六十寿辰那天，仍如往常，黎明即

起，整天浸沉在运算和公式中。有人特地选定这一天的晚间登门拜门

拜访，寒暄之后，说明来意：‚听您夫人说，今天是您六十大寿，特来

表示祝贺。‛ 吴文俊仿佛听了一件新闻，恍然大悟地说：‚噢，是吗？

我倒忘了。‛ 来人暗暗吃惊，心想:数学家的脑子里装满了数字，怎么连

自己的生日也记不住？其实，吴文俊对日期的记忆力是很强的。他在

将近花甲之年的时候，又先攻了一个难题——‚机器证明‛。这是为了

改变了数学家‚一支笔、一张纸、一个脑袋‛的劳动方式，运用电子计算

机来实现数学证明，以便数学家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创造性的工

作，他在进行这项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于电子计算机安装的日期、

为计算机最后编成三百多道‚指令‛程序的日期，都记得一清二楚。

十八、数学之父—泰勒斯.泰勒斯生于公元前 624 年，是古希腊第

一位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他原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靠卖橄榄油积

累了相当财富后，泰勒斯便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旅行。他勤奋好学，

同时又不迷信古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积极思考问题。他的家乡

离埃及不太远，所以他常去埃及旅行。在那里，泰勒斯认识了古埃及

人在几千年间积累的丰富数学知识。他游历埃及时，曾用一种巧妙的

方法算出了金字塔的高度，使古埃及国王阿美西斯钦羡不已。

十九、今天，我读了《数学家徐利治的故事》，知道了徐老先生

在数学上为祖国做出了贡献，他写的许多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

他还培养出一批成材的学生。

徐老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数学家？为什么能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原

因之一，就是他小时候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文章里写道：‚他在读书



时常把伯父给他的午饭钱省下来，用来买书和买练习本，为了节

省用纸，他常用手指在睡觉的凉席上练字，夜深人静，同学们早已进

入甜蜜的梦乡，徐利治却来到走廊，在灯光下认真地学习。白天，他

泡在图书馆里用馒头、白开水充饥……‛可以看出，徐老先生小时候学

习条件很不好，连买书、买练习本的钱都缺乏，只好节省午饭钱，然

而，他勤奋学习，并不因学习条件差而气馁。我们的学习态度和徐老

先生那种废寝忘食的学习精神相比，真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从今以后，我要用徐老先生的学习精神来鞭策自己，努力学习，

将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二十、近期，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叫《数学家的故事》，其中最

让我敬佩的就是华罗庚，这位伟大的数学家所发生的故事了。华罗庚

因病左腿残疾，所以，他平时走路都需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

再迈上一小步。对于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伐，他曾幽默地戏称为‚圆与

切线的运动‛。在逆境中，他顽强的与命运抗争。增发过誓言，说：‚我

要用健全的头脑，来代替我这不健全的腿！‛凭着这种顽强的精神与毅

力，他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师。华

罗庚一生硕实累累，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导函

数论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创始人。其著作《对垒素数论》，更成为 20 世

纪数学论著的经典。华罗庚因为有了这种对生活的坚持不懈以及充满

希望的精神，所以，他在逆境中登上数学的最高峰。是啊，学数学少

不了的是那种顽强的精神。我一定会向华罗庚，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学

习决不放弃的毅力！

第二篇：中外著名数学家故事

1、16 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

数后 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

碑上。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

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

“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

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2、20 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的冯·诺依

曼．众所周知，1946 年发明的电子计算机，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



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活的进步．鉴于冯·诺依曼在发明电子计算

机中所起到关键性作用，他被西方人誉为“计算机之父”.1911 年一

1921 年，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的卢瑟伦中学读书期间，就崭露头角而

深受老师的器重．在费克特老师的个别指导下并合作发表了第一篇数

学论文，此时冯·诺依曼还不到 18 岁.3、伽罗华生于离巴黎不远的一个

小城镇，父亲是学校校长，还当过多年市长。家庭的影响使伽罗华一

向勇往直前，无所畏惧。1823 年，12 岁的伽罗华离开双亲到巴黎求

学，他不满足呆板的课堂灌输，自己去找最难的数学原著研究，一些

老师也给他很大帮助。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只宜在数学的尖端领域

里工作”。

4、阿基米德公元前 287 年出生在意大利半岛南端西西里岛的叙拉

古。父亲是位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从小有良好的家庭教养，

11 岁就被送到当时希腊文化中心的亚历山大城去学习。在这座号称

“智慧之都”的名城里，阿基米德博阅群书，汲取了许多的知识，并

且做了欧几里得学生埃拉托塞和卡农的门生，钻研《几何原本》。

数学家的墓志铭

一些数学家生前献身于数学，死后在他们的墓碑上，刻着代表着

他们生平业绩的标志。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死于进攻西西里岛的罗马敌兵之手（死前他

还在主：“不要弄坏我的圆”。）后，人们为纪念他便在其墓碑上刻

上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

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三分之二。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他研究发现了正十

七边形的尺规作法后，便放弃原来立志学文的打算 而献身于数学，以

至在数学上作出许多重大贡献。甚至他在遗嘱中曾建议为他建造正十

七边形的棱柱为底座的墓碑。

16 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

35 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

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

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



学热爱的双关语

数学家高斯小时候的故事

从一加到一百

高斯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的第一手资料常来自高斯本人，因

为他在晚年时总喜欢谈他小时后的事，我们也许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但许多人都证实了他所谈的故事。

高斯的父亲作泥瓦厂的工头，每星期六他总是要发薪水给工人。

在高斯三岁夏天时，有一次当他正要发薪水的时候，小高斯站了起来

说：「爸爸，你弄错了。」然后他说了另外一个数目。原来三岁的小

高斯趴在地板上，一直暗地里跟着他爸爸计算该给谁多少工钱。重算

的结果证明小高斯是对的，这把站在那里的大人都吓的目瞪口呆。

高斯常常带笑说，他在学讲话之前就已经学会计算了，还常说他

问了大人字母如何发音后，就自己学着读起书来。

七岁时高斯进了 St.Catherine 小学。大约在十岁时，老师在算数

课上出了一道难题：「把 1 到 100 的整数写下来，然后把它们加起

来！」每当有考试时他们有如下的习惯：第一个做完的就把石板〔当

时通行，写字用〕面朝下地放在老师的桌子上，第二个做完的就把石

板摆在第一张石板上，就这样一个一个落起来。这个难题当然难不倒

学过算数级数的人，但这些孩子才刚开始学算数呢！老师心想他可以

休息一下了。但他错了，因为还不到几秒钟，高斯已经把石板放在讲

桌上了，同时说道：「答案在这儿！」其他的学生把数字一个个加起

来，额头都出了汗水，但高斯却静静坐着，对老师投来的，轻蔑的、

怀疑的眼光毫不在意。考完后，老师一张张地检查着石板。大部分都

做错了，学生就吃了一顿鞭打。最后，高斯的石板被翻了过来，只见

上面只有一个数字：5050（用不着说，这是正确的答案。）老师吃了

一惊，高斯就解释他如何找到答案：1＋100＝101，2＋99＝101，3

＋98＝101，……，49＋52＝101，50＋51＝101，一共有 50 对和为 

101 的数目，所以答案是 50×101＝5050。由此可见高斯找到了算术

级数的对称性，然后就像求得一般算术级数合的过程一样，把数目一

对对地凑在一起。



数学家高斯的故事

高斯(Gauss 1777~1855)生于 Brunswick，位于现在德国中北部。

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泥水匠，母亲是一个石匠的女儿，有一个很

聪明的弟弟，高斯这位舅舅，对小高斯很照顾，偶而会给他一些指导，

而父亲可以说是一名「大老粗」，认为只有力气能挣钱，学问这种劳

什子对穷人是没有用的。高斯很早就展现过人才华，三岁时就能指出

父亲帐册上的错误。七岁时进了小学，在破旧的教室里上课，老师对

学生并不好，常认为自己在穷乡僻壤教书是怀才不遇。高斯十岁时，

老师考了那道著名的「从一加到一百」，终于发现了高斯的才华，他

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教高斯，就从汉堡买了一本较深的数学书给高

斯读。同时，高斯和大他差不多十岁的助教 Bartels 变得很熟，而

Bartels 的能力也比老师高得多，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他教了高斯更多

更深的数学。

老师和助教去拜访高斯的父亲，要他让高斯接受更高的教育，但

高斯的父亲认为儿子应该像他一样，作个泥水匠，而且也没有钱让高

斯继续读书，最后的结论是－－去找有钱有势的人当高斯的赞助人，

虽然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经过这次的访问，高斯免除了每天晚上

织布的工作，每天和 Bartels 讨论数学，但不久之后，Bartels 也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教高斯了。

1788 年高斯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高等学校。数学老师看了高斯的

作业后就要他不必再上数学课，而他的拉丁文不久也凌驾全班之上。

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的轶事

华罗庚（1910——1982）出生于江苏太湖畔的金坛县，因出生

时被父亲华老祥放于箩筐以图吉利，“进箩避邪，同庚百岁“，故取

名罗庚。

华罗庚从小便贪玩，也喜欢凑热闹，只是功课平平，有时还不及

格。勉强上完小学，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但仍贪玩，字又写得歪歪

扭扭，做数学作业时倒时满认真地画来画去，但像涂鸦一般，所以上

初中时的华罗庚仍不被老师喜欢的学生而且还常常挨戒尺。

金坛中学的一位名叫王维克的教员却独有慧眼，他研究了华罗庚



涂鸦的本子才发现这许多涂改的地方正反映他解题时探索的多种

路子。一次王维克老师给学生讲[孙子算经]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

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其二，五五数剩其三，七七数剩其二，问物几

何？“正在大家沉默之际，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向来

为人瞧不起的华罗庚，当时他才十四岁，你猜一猜华罗庚他说出是多

少？

陈景润：小时候，教授送我一颗明珠

20 多年前，一篇轰动全中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

一位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人

的事迹甚至还推动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

早日到来。他的名字叫做陈景润。

不善言谈，他曾是一个“丑小鸭”。通常，一个先天的聋子目光

会特别犀利，一个先天的盲人听觉会十分敏锐，而一个从小不被人注

意、不受人欢迎的“丑小鸭”式的人物，常常也会身不由己或者说百

般无奈之下穷思冥想，探究事理，格物致知，在天地万物间重新去寻

求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潜质。你可以说这是被逼的，

但这么一“逼”往往也就“逼”出来不少伟人。比如童年时代的陈景

润。陈景润 1933 年出生在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刚满 4 岁，抗日战争

开始了。不久，日寇的狼烟烧至他的家乡福建，全家人仓皇逃入山区，

孩子们进了山区学校。父亲疲于奔波谋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母

亲是一个劳碌终身的旧式家庭妇女，先后育有 12 个子女，但最后存活

下来的只有 6 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照中国的

老话，“中间小囡轧扁头“，加上他长得瘦小孱弱，其不受父母欢喜、

手足善待可想而知。在学校，沉默寡言、不善辞令的他处境也好不到

哪里去。不受欢迎、遭人欺负，时时无端挨人打骂。可偏偏他又生性

倔强，从不曲意讨饶，以求改善境遇，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自我

封闭的内向性格。人总是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孩子。禀赋一般的孩子

面对这种困境可能就此变成了行为乖张的木讷之人，但陈景润没有。

对数字、符号那种天生的热情，使得他忘却了人生的艰难和生活的烦

恼，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知识的宝塔，他要寻求突破，要到那里面去觅



取人生的快乐。所谓因材施教，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得到发展的空间。

小小陈景润，自己对自己因材施教着。

一生大幸，小学生邂逅大教授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除了埋

头书卷，他还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引导。毕竟，能给孩子带来最大、

最直接和最鲜活的灵感和欢乐的，还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耳提面命

式的，能使人心灵上迸射出辉煌火花的交流和接触。所幸，后来随着

家人回到福州，陈景润遇到了他自谓是终身获益匪浅的名师沈元。

沈元是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教育家，中国航空界

的泰斗。他本是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清华大学航空系

主任，1948 年回到福州料理家事，正逢战事，只好留在福州母校英华

中学暂时任教，而陈景润恰恰就是他任教的那个班上的学生。

大学名教授教幼童，自有他与众不同、出手不凡的一招。针对教

学对象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沈元上课，常常结合教学内容，用讲故事

的方法，深入浅出地介绍名题名解，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年幼的学童

循循诱入了出神入化的科学世界，激起他们向往科学、学习科学的巨

大热情。比如这一天，沈元教授就兴致勃勃地为学生们讲述了一个关

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

师手遗“珠“，照亮少年奋斗的前程

“我们都知道，在正整数中，2、4、6、8、10......，这些凡是能

被2整除的数叫偶数；1、3、5、7、9，等等，则被叫做奇数。还有一

种数，它们只能被 1 和它们自身整除，而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这种

数叫素数。“

像往常一样，整个教室里，寂静地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能听见，只有沈教授沉稳浑厚的嗓音在回响。

“二百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中学教师发现，每个不

小 于 6 的 偶 数 都 是 两 个 素 数 之 和 。 譬 如 ， 6=3+3 ， 12=5+7 ，

18=7+11，24=11+13......反反复复的，哥德巴赫对许许多多的偶数

做了成功的测试，由此猜想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

沈教授说到这里，教室里一阵骚动，有趣的数学故事已经引起孩子们

极大的兴趣。



“但是，猜想毕竟是猜想，不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就永远只能

是猜想。”这下子轮到小陈景润一阵骚动了。不过是在心里。

该怎样科学论证呢？我长大了行不行呢？他想。后来，哥德巴赫

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欧勒。欧勒接到信十分来劲儿，几乎

是立刻投入到这个有趣的论证过程中去。但是，很可惜，尽管欧勒为

此几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却一直到死也没能为这个猜想作出证明。

从此，哥德巴赫猜想成了一道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二百多年来，曾

令许许多多的学界才俊、数坛英杰为之前赴后继，竞相折腰。教室里

已是一片沸腾，孩子们的好奇心、想像力一下全给调动起来。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而这位皇后头上的皇冠，则是数论，

我刚才讲到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皇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啊！”

沈元一气呵成地讲完了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同学们议论纷

纷，很是热闹，内向的陈景润却一声不出，整个人都“痴”了。这个

沉静、少言、好冥思苦想的孩子完全被沈元的讲述带进了一个色彩斑

斓的神奇世界。在别的同学啧啧赞叹、但赞叹完了也就完了的时候，

他却在一遍一遍暗自跟自己讲：

“你行吗？你能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吗？”

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黄口小儿。虽然这堂课他们之间并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交流、甚至连交谈都没有，但又的确算得上一次心神之

交，因为它奠就了小陈景润一个美丽的理想，一个奋斗的目标，并让

他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多年以后，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毕业，几年后，

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慧眼识中，伯乐相马，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自此，在华罗庚的带领下，陈景润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对哥德巴赫

猜想的漫长而卓绝的论证过程之中。

1966 年，中国数学界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陈景润在中国《科学

通报》上告知世人，他证明了（1+2）！

1973 年 2 月，从“文革“浩劫中奋身站起的陈景润再度完成了对

（1+2）证明的修改。其所证明的一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被命

名为“陈氏定理”。不知道后来沈元教授还能否记得自己当年对这帮



孩子们都说了些什么，但陈景润却一直记得，一辈子都那样清晰。

名人成长路

陈景润（1933-1996），当代著名数学家。1950 年，仅以高二学

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 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

学研究所，后任研究员。1973 年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

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积》。1979 年，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

素数》问世。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篇：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

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

（一）《数学家的故事》讲述了许多位数学家小时候的故事。其

中有两篇给我印象最深，分别是《小欧拉智改羊圈》和《数学神童希

帕蒂亚》。

《小欧拉智改羊圈》讲述了欧拉爸爸设计了一个长 40 米，宽 15

米的长方形羊圈，施工过程中发现围羊圈的材料少了 10 米。父亲在增

加材料和缩小羊圈之间难以取舍时，小欧拉想出了办法，他将长方形

羊圈的长缩短了 15 米，宽延长了 10 米。经过这样一改，原来长方形

的羊圈变成了一个边长 25 米的正方形。而正方形的周长是 25×4= 

100 米，正好比原来长方形的周长（15+40）×2=110 米少了 10 米，

这样材料刚好够用。同时正方形的面积是 25×25=625 平方米，也比

原来面积 40×15＝600 平方

米大了一些。欧拉的方法做到了一举两得，既节省了材料，又扩

大了面积。

《数学神童希帕蒂亚》讲述了女数学家希帕蒂亚 10 岁时，父亲带

她去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故事。在一般人的眼中，测量物体的高度是件

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因为希帕蒂亚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他

要求女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测量，这可就不容易了。小希帕蒂亚在和

父亲散步时，意外的发现自己的影子和父亲的影子重合了，由此聪明

的希帕蒂亚想到了运用身高和影子长度成正比例的方法间接测量金字

塔的高度。因为：人的身高/人的影子长＝金字塔高/金字塔影子长，所

以在已知人的身高的条件下，分别测量出金字塔影子的长度和人的



影子的长度，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金字塔的实际高度了。

小欧拉和希帕蒂亚没有按常人固有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而是开动

脑筋另辟蹊径，用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跟欧拉

和希帕蒂亚比起来，我感到脸红。每当在学习中有了困难和问题时，

我很少换一种方法去思考，总是直接求教于妈妈和老师。通过读欧拉

和希帕蒂亚的故事，我深深体会到勤思考、善观察、多角度思考问题

的重要。

同学们！当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被难题所困扰时，不仿学学欧拉

和希帕蒂亚，换一种方法去思考，很可能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

（二）今天，我读了《数学家的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

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 年——1985 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是

个调皮、贪玩的孩子，可是对数学却很感兴趣。他在读完中学后，因

为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从此华罗庚失学了，他回到家后只能依靠

卖点小东西生活。

不能上学并没有阻挡华罗庚爱数学的势头，他从此以后便自己学，

一年到头华罗庚几乎每天都要用十几个小时来学习，勤奋好学的他走

进了数学王国。()1930 年在熊庆来教授的帮助下，华罗庚到了清华大

学数学系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他一人干几个人的事，却还在继续自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华罗庚终于成了我国着名的数学家！

读了《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我明白了，一个人不论干什么事都

要坚持不懈，那样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数学家的故事读后感

（三）今天，我读了一本数学家的故事里面介绍了一位着名的数

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父亲和

祖父都爱好数学，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很多书。

他特别爱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经常观察太阳和星球的情况。宋孝武

帝听到他的名气，很喜欢他。派他去做官，但是他对做官不敢兴趣，



还是专心的研究数学，这种精神多值得我们学写呀！他还创制出

了一部新的历法——大明历。他为古代数学着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

又编写了一本缀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可见祖冲之是多么伟大。

我要学习祖冲之这种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学习和研究精神。

第四篇：数学家的小故事

中外数学家的小故事

八岁的高斯发现了数学定理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

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

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物理的电磁

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数

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

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

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而他又有些

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

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

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

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

“你们今天替我算从 1 加 2 加 3 一直到 100 的和。谁算不出来就

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

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

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 加 2 等于 3，3 加 3 等

于 6，6 加 4 等于 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

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

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

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老师，答

案是不是这样？”

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错了。”



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了。

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我想这个

答案是对的。”

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

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 5050，

这个 8 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个数值呢？

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

用来计算级数 1+2+3+„+n 的方法。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

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以后也

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

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小欧拉智改羊圈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

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这个

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

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

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

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其实，天上的

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这个老

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

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

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

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

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

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

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

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在老师的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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