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
容(优质10篇)

岗位职责的准确定义是企业正常运营的基础，也是提高工作
效率的关键。接下来是一些值得借鉴的个人简历示例，希望
能为你在求职过程中起到一些启发作用。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数学家的故事》，讲
述了许多数学名人的故事。比如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高
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祖冲之的故事。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对圆周率的
计算得出了非常精确的结果。这篇文章讲的是祖冲之经过很
长时间的编写，终于写成了《大明历》，他上书皇帝，请求
颁布实行。皇帝命令主管天文历法的宠臣戴法兴进行审查。
但是戴法兴思想保守，是个腐朽势力的卫道士，他极力反对
新历法。面对戴法兴的刁难、攻击，祖冲之寸步不让，和他
唇枪舌剑的辩论。最终，《大明历》没有通过，后来在祖冲
之去世后10年，《大明历》才颁布实行。

读了这个故事，使我对祖冲之坚贞不屈的精神非常敬佩。正
因为他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是啊，任何事
情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坚持”两个字。不由地，我想到
了许多人，有文化名人、爱国将士，和我身边的同学。

读《数学家的故事》让我更加喜欢数学，更让我懂得了许多
道理。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二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姓名叫《数学家的故事》，讲



述了许多数学名人的故事。好比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高
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祖冲之的故事。祖冲之是我
国南北朝时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得出了
非常精确的结果。这篇文章讲的是祖冲之经过相当长时间的
编写，终于写成了《大明历》，他上书皇帝，请求颁布实行。
皇帝命令主管天文历法的宠臣戴法兴进行审查。可是戴法兴
思想保守，是个腐朽势力的卫道士，他极力反对新历法。面
对戴法兴的刁难、攻击，祖冲之寸步不让，和他唇枪舌剑的
辩论。最终，《大明历》没通过，后来在祖冲之往世后10年，
《大明历》才颁布实行。读了这个故事，使我对祖冲之坚贞
不屈的精神非常敬佩。正由于他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持之以
恒地坚持。是啊，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全部离不开"坚持"
两个字。不由地，我想到了许多人，有文化名人、爱国将士，
和我身边的同学。读《数学家的故事》让我更加爱数学，更
让我明白得了许多道理。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三

数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学好数学会让我们的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正如毛主席所说：“不要怕困难，要学好物理、
化学，尤其是数学，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数学。
”于是我找来这本书《数学家的故事》认真读起来。

每个人都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做不到？这本《数学家的故事》
为我们如何学习做了最好的诠释。它带我们走向数学的殿堂，
走进知识的海洋。让我们为未来努力加油吧！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本数学家的`故事里面介绍了一位著名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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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数学家的故事，其中伟大数学家祖冲之
推算圆周率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圆周率就是指圆的周长和直径的长度比，这是一个无限不循
环小数，各位数字的变化又没有规律，计算它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祖冲之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先算内接正十二
边形的`边长，再算内接正二十四边形边长……边数一倍又一
倍地增加，一共要翻十一翻，直到算出了内接正一万二千二
百八十八边形的边长，才能得到这样精密的圆周率，这是多
么不容易啊！

看了这个故事，我深深地被祖冲之这种精神所感动，要是没
有熟练的技巧和坚强的毅力，他怎能完成这上百次繁难复杂
的运算？在想想自己平时做数学题的时候，遇上复杂的题目
几次做不出来就想放弃，缺少了祖冲之这种刻苦专研的精神。
遇到简单的题目时，就自以为自己都会了，没有好好计算，
结果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如果祖冲之像我们这样马虎，那
他圆周率的精确度该差多远啊！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认真”和“仔细”四个字。
所以，我们对待每件事都要有像祖冲之算圆周率那样的认真
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让你愉快的好结果。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六

读《数学家的故事》让我更加喜欢数学，更让我懂得了许多
道理。

我最佩服的数学家是苏步青。因为他有着不懈的努力与追求，
因为他有着热切的爱国精神。他的一生不知道算过了多少道
算式、多少道题目。他热爱祖国，热爱数学，他把他对祖国
的爱恋化成了一段段令人赞叹的事例，但是我想，数学家苏
步青的伟大事例也是跟他的老师杨老师一席话有着密不可分
的作用。

杨老师曾对苏步青全班同学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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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旁征博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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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学好数
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
难忘。

所以我想，苏步青的精神使我敬佩，可是他的老师更令人记
忆深刻。我会像苏步青学习。每一天，用自己的努力化成一
个又一个的算式。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七

“我一定要超过他！”

一谈到牛顿，人们可能认为他小时候一定是个“神
童”、“天才”、有着非凡的智力。其实不然，牛顿童年身
体瘦弱，头脑并不聪明。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很不用功，在
班里的学习成绩属于次等。但他的兴趣却是广泛的，游戏的
本领也比一般儿童高。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八

关于数学家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最熟悉的故事应该是阿拉伯
的故事，因为阿拉伯发明了数字1，2，3，……，所以后来我
们管这些数字叫做阿拉伯数字，其实，在数学界还有很多知
名的数学家，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几位，一起来看看。

关于高斯的故事,最广为流传的是“5050”。老师本来想用一
道难题,让全班的同学安静一节课的时间,却没有想到小高斯
只用了一两分钟就说出了答案。他把1、2、3……分别和100、
99、98结对子相加,就得到50个101,最后轻易就算出从1加
到100的和是5050。

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中的萨摩斯岛(今希腊东部小岛)的
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
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
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极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
以及埃及(有争议)，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公
元前480年)的文化。

他最早悟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认为无论是
解说外在物质世界，还是描写内在精神世界，都不能没有数
学。他在数论和几何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尤其以最早发
现“勾股定理”(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著称于世。

陈景润是我国有名的数学家。他不爱逛公园，不爱遛马路，
就爱学习。他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有一天，陈
景润在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发现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
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他是个大姑娘呢。于是，
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
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那时罗庚站



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
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
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
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
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

小欧拉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
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
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
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
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
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
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
小欧拉会有办法。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
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
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
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
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
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
米边长的正方形。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
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
了一些。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后来，
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
学家的推荐，1720xx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



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九

1981年的一个夏日，在印度举行了一场心算比赛。表演者是
印度的一位37岁的妇女，她的名字叫沙贡塔娜。当天，她要
以惊人的心算能力，与一台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展开竞赛。

工作人员写出一个201位的大数，让求这个数的23次方根。运
算结果，沙贡塔娜只用了50秒钟就向观众报出了正确的答案。
而计算机为了得出同样的答数，必须输入两万条指令，再进
行计算，花费的时间比沙贡塔娜要多得多。

数学家的故事陈景润手抄报内容篇十

有一次，他跟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出城去玩，他们走着走着;忽
然看见路旁有座荒坟，坟旁有许多石人、石马。这立刻引起
了华罗庚的好奇心，他非常想去看个究竟。

于是他就对邻居家的孩子说：“那边可能有好玩的，我们过
去看看好吗?”

邻居家的孩子回答道：“好吧，但只能呆一会儿，我有点害
怕。”

胆大的华罗庚笑着说：“不用怕，世间是没有鬼的。”说完，
他首先向荒坟跑去。

两个孩子来到坟前，仔细端详着那些石人、石马，用手摸摸
这儿，摸摸那儿，觉得非常有趣。爱动脑筋的华罗庚突然问
邻居家的孩子：“这些石人、石马各有多重?”

邻居家的孩子迷惑地望着他说："我怎么能知道呢?你怎么会



问出这样的傻问题，难怪人家都叫你罗呆子。

华罗庚很不甘心地说道：“能否想出一种办法来计算一下
呢?”

邻居家的孩子听到这话大笑起来，说道：“等你将来当了数
学家再考虑这个问题吧!不过你要是能当上数学家，恐怕就要
日出西山了。”

华罗庚不顾邻家孩子的嘲笑，坚定地说：“以后我一定能想
出办法来的。”

当然，计算出这些石人、石马的重量，对于后来果真成为数
学家的华罗庚来讲，根本不在话下。

金坛县城东青龙山上有座庙，每年都要在那里举行庙会。少
年华罗庚是个喜爱凑热闹的人，凡是有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
他。有一年华罗庚也同大人们一起赶庙会，一个热闹场面吸
引了他，只见一匹高头大马从青龙山向城里走来，马上坐着
头插羽毛、身穿花袍的“菩萨”。每到之处，路上的老百姓
纳头便拜，非常虔诚。拜后，他们向“菩萨”身前的小罐里
投入钱，就可以问神问卦，求医求子了。

华罗庚感到好笑，他自己却不跪不拜“菩萨”。站在旁边的
大人见后很生气，训斥道：

“孩子，你为什么不拜，这菩萨可灵了。”

“菩萨真有那么灵吗?”华罗庚问道。

一个人说道：“那当然，看你小小年纪千万不要冒犯了神灵，
否则，你就会倒楣的。”

“菩萨真的万能吗?”这个问题在华罗庚心中盘旋着。他不相



信一尊泥菩萨真能救苦救难。

庙会散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回家了。而华罗庚却远远地跟
踪着“菩萨”。看到“菩萨”进了青龙山庙里，小华罗庚急
忙跑过去，趴在门缝向里面看。只见“菩萨”能动了，他从
马上下来，脱去身上的花衣服，又顺手抹去脸上的妆束。门
外的华庚惊呆了，原来百姓们顶礼膜拜的“菩萨”竟是一村
民装扮的。

华罗庚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团，他将“菩萨”骗人的事告诉
了村子里的每个人，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从此，人们都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再也无人喊他“罗呆
子”了。正是华罗庚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成就了
他的数学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