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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数学作为高中教学基础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领域具有重

要的作用，对学生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数学核心素

养是数学课程改革的新指向，是数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本文借助数学课堂教学实

例，探究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的方法，主要包括关注课堂导入，培

养学生的抽象能力、学习迁移能力；关注问题导向，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关注问题转化，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能力.

构建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获得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六大基本素养能力，

从而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当下每位

高中数学教师关注并研究的重点课题.高中阶段的数学知识结构复杂，呈现方式

灵活，抽象性强，涉及到的公式繁多，这些特点让不少学生对高中数学望而生畏，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重记忆轻理解，重应用轻推导等问题.因此，要构建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师就需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在原有的教学

模式基础上提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科学性、多元性，让学生了解知识的背景来

源，清楚知识的内涵，学会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1】

，从而将核心素

养的提升落到实处.

下面笔者将通过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案例，探究核心素养下的数学课堂教

学策略，希望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培养学

生的核心价值观.

一、关注课堂导入，提升学生的迁移能力

课堂导入启发、引导着学生的思维，好的导入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

到课堂教学的最佳状态，因此教师需要通过巧妙构思，在较短的课堂引入部分充

分挖掘出数学中隐藏的趣味性、实用性，让学生真切领悟“数学知识源于生活而

又服务于生活”的含义.在课堂导入的众多方法中，情景引入是学生最喜闻乐见

的一种形式，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出发，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在具体的

情景中，抽象的公式被赋予了实际的含义，可以提升学生对新知识的接纳度.但



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而设计一个情景引入，学生的注意力可能只

是短暂的停留在情景本身，并没有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因此在教学时教师需要

强化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中学数学教育研究表明：“在一个情境中获得的概念

学习策略可以迁移至并帮助不同情境中其他概念的习得；同时，运用于思维和问

题解决的各种认知策略是可以获得的，之后，它们会迁移到相同类型的新问题情

境中．”
【2】

比如，在讲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时，笔者采用了一个小故事来导入新课.小故

事如下：从前，一个穷人到富人那里去借钱，原本以为富人不愿意，哪知富人一

口答应了下来，但提出了如下条件：在未来的 30天中，富人第一天借给穷人 1

万元，第二天借给穷人 2 万元，以后每天所借的钱数都比前一天多 1 万元；但借

钱第一天，穷人需要还 1 分钱，第二天还 2 分钱，以后每天所还的钱数都是前一

天的两倍，30天后互不相欠.穷人听后觉得挺划算，但又怕上当受骗，所以很为

难，请同学们思考一下，帮穷人出个主意.同学们对故事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

通过讨论，可以很快的借助于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知识将这个问题等价转化为

比较 )30(21 单位：万元  与 )(222 2921 单位：分  的大小的问题，因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第二个式子的值，从而自然引出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在解

决这个实际问题后，笔者随即追问，“对于公比为 q 的等比数列 na ，如何求前

n项和 nS ？”此时，班级同学都能够通过模仿，利用错位相减法得出 nS 的表达

式为 )1()1( 1
n

n qaSq  ，而在接下来的化简过程中有部分同学忽略了对公比 q

的讨论，直接得到
q
qaS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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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此情景，笔者又让同学们互相讨论，完善结

果.在这节课中，笔者引导学生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数学符号将其转化为数列

求和问题，然后又引导学生跳出实际背景，将故事中的具体情景迁移到更为一般

的等比数列求和问题中去，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推导、交流讨论，不仅

能更深刻的理解公式的内容，体会公式在具体情境中蕴含的数学文化和数学思

想，还能提升个人从单一情境中抽象出一般的数学模型的能力，最终构建个人的

数学生活，深化核心素养.



二、关注问题导向，提升学生的逻辑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习最好的内在驱动力在于疑惑，因此在课堂教

学的知识探究部分，教师常常通过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进行思

考，在不断的自我追问、新旧知识的不断碰撞中逐步完善知识结构.【3】
在设计“问

题链”时，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认知需求与发展，有目标，分层次的引导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发现”教学概念，鼓励学生敢于提出问题、探究问题，最终解决问

题，指导学生在扎实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自身用数学的视角去看待世

界、思考世界、表达世界的能力，最终提高自身的数学核心素养.

比如，笔者在讲授两角和差公式时的教学片段如下：

师：如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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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没错，那你可以由此总结出求任意一个角的三角比的一般方法么？

生 1：利用诱导公式我们总可以将任意一个角转化为某个锐角，所以最后只要求

出与之对应的锐角的三角比即可.

师：很好，那么我们如何在不借助计算器的情况下计算 75cos 的值呢？

生 2： 75 已经是一个锐角了，但它又不是特殊角，不能像之前那样用三角比的

定义计算.不过我发现 75 恰好是  4530 ， 这两个角的和，会不会跟这两个角的三

角比有关？

师：非常好！这位同学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寻求它们

之间的关系.



教学片段中，笔者以学生的自主体验为主，采用复习导入的方式，先从学生

熟悉的问题出发，让学生通过求具体角的三角函数值感知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求值

问题都能转化为锐角的三角函数求值问题.随后笔者在新旧知识的衔接处通过巧

妙设计问题，创设思维悬念，抓住“学生无法利用诱导公式等现有的知识求出



75cos 的值”这一实际情况，在教学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制造出一种“不

协调”，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出学习两角和差公式的必要性，帮助学生清

晰的感受数学知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让学生参与数学公式的推导，对公式的每

一个步骤产生细致的了解，以此深化学生对定义、公式含义的理解，摆脱死记硬

背，引导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体系，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三、关注问题转化，提升学生的直观想象能力

直观想象包括借助空间认识事物的位置关系、形态变化与运动规律；利用图

形描述、分析数学问题；建立形与数的联系；构建数学问题的直观模型，探索解

决问题的思路．《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直观想象主要表现为：建立数与

形的联系，利用几何图形描述问题，借助几何直观理解问题，运用空间想象认识

事物，解决数学问题.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例题设计中可以有意识的渗透

空间想象和几何直观，培养学生在不同情景中感悟数学相关问题的本质的能力，

引导学生在掌握解题方法的同时，能有意识地将学过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同周围的

世界相结合[4]，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直观想象素养的目标.

对于空间想象，可以借助三视图呈现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关联，在立体问

题平面化的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突破口；也可以借助空间向量直观呈现空

间图形的位置关系等等.而对于几何直观，教师可以通过在授课中不时渗透数形

结合的思想，引导学生寻找数形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数学模型，解决数学问

题得以实现.高中数学中体现数形结合思想的核心知识包括函数与不等式，函数

与方程、向量、解析几何等.以函数为例，函数的奇偶性从“形”上体现了图形

的对称关系，从“数”上体现了 )()( xfxf 与 函数值之间的关系；函数的单调性

从“形”上展示了函数图形的形态变化与规律，从“数”上蕴含了不等式，因此

函数可以作为研究不等式的直观模型.比如，笔者在学生熟练掌握函数的概念和

性质后，设计了这样一道例题：

.0)113124)(32()1569)(13( 22  xxxxxx解不等式：

对于综合能力较弱的学生会先尝试用处理无理不等式的方法进行求解，而在计算

的过程中发现将不等式中的一部分移向平方后展开式太复杂，进行不下去.对于

综合能力中等的学生经过观察后会发现，原问题可以等价转换为解不等式：

，0)14)32()(32()14)13()(13( 22  xxxx 这一梯度的学生注意到



了式子结构的表面特征，但没能找到其内在本质.仅综合能力较强的学生能够将

该不等式和函数 14)( 2  tttf 相结合，将原问题进一步等价转换为求解

0)32()13(  xfxf ，最后结合函数的单调性和奇偶性该问题迎刃而解.利用

数形结合的方法处理代数问题往往会使抽象、复杂的式子形象化、简单化，这些

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5]

笔者通过数学课堂教学案例实施，深刻地认识到核心素养视角下的数学教学

应该以教材为中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基点，让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过

程中学会辩证思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使学生具

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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