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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普通⾼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出了新的课程目标:在学

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过程中，学⽣能发展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

据分析等多种数学学科核⼼素养。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要重视课堂评

价，重视过程评价，聚焦素养，提⾼质量，开发合理的评价⼯具，将知识技能

的掌握与数学学科核⼼素养的达成有机结合，建立目标多元、多样、重视过程

的评价体系。评价的目的是检验学⽣的学习成果，评价的主体应当多元化，形

式应当多样化，要能引发学⽣的思考，加深对数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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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新⼤背景下的课堂评价是我们教育教学研究的主要话题。接下来我分为

两个⽅面做详细的分析，评价的目的和原则和课堂评价的⽅法在中学课堂中的

应用。 

首先介绍评价的目的和原则，即评价目的、评价原则和评价⽅式。评价的目

的是检验学⽣的学习成果，不仅体现在分数上，也体现在整个数学素养上。作为

老师，应该主动分析学⽣在学习过程中的优势与不⾜，时常反思，扩充优势并试

图解决他们的困惑之处。在教学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在学⽣熟练掌握

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数学核⼼素养。 

其次是评价的原则，第⼀要重视学⽣数学学科核⼼素养的达成。这类品质需

要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创

设⼀些新的情境，让学⽣多思考，多创新。学⽣尽可能多的表达，不光做课堂的

倾听者，更多的以参与者的身份参加。 

第⼆：重视评价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基于教学主线思路，将核⼼素养的培养

贯彻到每⼀个环节，注重日积月累，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不断改进教学活动的

内容和形式。 

第三：重视过程性评价，跟踪关注学⽣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式，

了解他们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法，不能⼀味的追求结果，还应该多关注学⽣的成

长和发展过程。 

第四：关注学⽣学习情况以及学习态度。培养严谨求实的学风，多鼓励和正



向的引导，及时纠正学⽣的不良习惯，多向身边优秀学⽣看齐。希望学⽣发自内

⼼的喜欢学习，始终保持学习动⼒和学习热情。 

     接下来以我校王永庆老师在双新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展示课程作为例⼦，详

细的阐述分析以上课堂评价的运用。该课程是在学⽣学习了数量积的概念与运

算律的基础上，去探究平面⼏何中常见研究对象与数量积的关系。本节课旨在

培养学⽣数学学科核⼼素养，使学⽣从直观⾛向抽象，培养从不同角度认识问

题的能⼒。通过数形结合的⽅法，感悟数学知识之间的关联，能够举⼀反三，

活学活用，加强对数学整体性以及知识关联性的理解;同时让学⽣学会用代数运

算解决⼏何问题这⼀重要研究⽅法。  

     这节课的课题并不直接来自于新教材，⽽是基于沪版新教材必修第⼆册第 

8章第2节“向量的数量积”的⼀次探究活动。学⽣已经掌握了⼀些基本向量知

识，对向量概念及其线性运算与数量积运算已经完成了代数结构的初步构建。

这节课的目的主要是想引导学⽣对平面⼏何中的研究内容(包括数量、位置与图

形等关系)进⾏自主探究，得到探究成果。当然，还可以引导学⽣对探究成果进

⾏证明，并进⾏表达与交流。王老师在课程中正好运用了多种评价⽅式和技

巧，接下来我们⼀⼀举例说明。 

关于评价的⽅式，还是应该更加多元化。第⼀，课堂评价主体应多元化。

除了教师，学⽣也可以是评价者，可以让学⽣回答问题或者尽可能多的表达，这

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获取学⽣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特别是日常⽣活中关键能⼒、

思维品质和学习态度的信息，最终给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当然也可以引⼊评价量

表，让教师学⽣通过多⽅位的结合和比较，对他⼈的探究结果进⾏评价，不断学

习改进，得到新的思路和想法。本节探究课上，王永庆老师设计了分组活动，把

整个班级分成了 3个小组，分别从数量关系、位置关系、图形关系三个⽅面，探

究相关问题的数量积形式的表达，让学⽣自主推导相应的结论。其中学⽣扮演了

评价者和参与者的角⾊，也能够更好的理解数量积的相关表达。学⽣在小组讨论

中唇枪舌战，各抒⼰见，很好的表达了自⼰的观点。 

第⼆：课堂评价形式应多样化。教师可以采用课堂观察、⼝头测验、课堂

展示等评价形式。多种形式的评价才能全面反映学⽣数学学科核⼼素养的达成状

况。结合王老师的探究课，首先通过巡视，观察了解各组同学的进度，通过提问，

逐步引导学⽣推出正确的结果，如果学⽣思路⽅向错误或者陷⼊误区，可以通过

提问修正，将学⽣拉回“正轨” 。例如：在学⽣回答问题时，有⼀处知识性错误，



学⽣没有准确区分𝑎 ∙ 𝑒与|𝑎 ∙ 𝑒|两者的区别，于是王老师在引导的过程中纠正语

⾔，提示数量积有可能为负值，所以应该加上绝对值。之后提示用向量的减法去

替代勾股定理的算式，从⽽优化了算法。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对知识技能掌握的程度，还要

更多地关注学⽣的思维过程。鼓励学⽣多参与，多思考，并及时给出反馈意见。 

比如学⽣关于对称关系给出了两个限制条件，通过数量积和模长两个⽅面去刻画，

结果当然是正确的，王老师也及时表示了肯定并鼓励学⽣继续思考和探索，看是

否能够找到⼀个条件的简化表达形式。请了⼏位同学后，发现⼤家都没有明确的

思路，于是提出了往角平分线上做投影的角度。在老师的提示下，同学们得出了

对称形式的数量积表达，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当然我们最后评价结果的呈现和

利用应该有利于增强学⽣学习数学的自信⼼，提⾼学⽣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四，教师也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收集、整理、分析有关反映学⽣学习

过程和结果的数据，从⽽了解自⼰教学的成绩和问题，时常反思教学中的问题，

寻求改进教学的对策。王老师在双新课后也做出了很好的反思评价，课程能够很

好的体现双新的精神，新颖且有创意，也让学⽣们能更好的思考，更深⼊的理解

向量的数量积。如果在评价的过程中能够增加学⽣之间的互评，可能会达到更好

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个关于数学建模的课程，看看课堂评价在新型课堂模式下

的运用。这里以空中课堂中嘉定⼀中秦汉老师的建模起始课（诱⼈的优惠券）

为例，课程以现实⽣活中的出租车为例，使用按照里程收费的原则，很容易得

到费用和里程的函数关系,这样就变成了⼀道常规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建模需要

结合⽣活实际，提出新的问题，并根据问题给出⼀些新的假设，建立模型并求

解模型。比如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乘车价格，等待时间的长短或者是路线的选

择等等。整个过程能够很好的引发学⽣的思考，提升对数学的兴趣以及设计解

决问题的能⼒。当然，课堂评价的诸多⽅法技巧在秦老师的课中也有很多体

现，我们举例说明。 

    第⼀，我们课堂评价的主体确实由教师转向了学⽣，学⽣可以自主探究，提

出问题，以评价者本身的角度进⾏学习。秦老师先将班级分为 A，B，C三个小

组，已知优惠券的使用⽅式有两种形式，⼀个是满减的优惠券，⼀种是购物津贴，

学⽣在老师的引导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A组：如何界定优惠程度？B组：

购买⾦额多⼤时，优惠程度最⾼？C组：根据不同的购买⾦额，应该怎么设计购

物策略？每位学⽣都有自⼰的思考，学⽣们也从倾听者变成了评价者。最后秦老



师也做了点评，肯定了⼤家的观点，并评价了三组学⽣的思维其实是有递进关系

的，C组同学的观点可能更为全面以及有现实意义，因此选取 C组同学的想法为

例作为建模问题，很好的肯定的学⽣的想法，学⽣也在这种相互评价对比的⽅式

中有所收获。 

   第⼆，课堂评价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秦老师通过提问引导，让学⽣自⾏研

究模型的假设，并请其他组的同学进⾏互评，讨论假设的合理性。学⽣给出了以

下想法：优惠券是否可以主观选择，选择可以使用⾦额下的最⼤满减劵，是否能

够跨店使用等等。秦老师也通过课堂观察，同时及时评价学⽣的想法，引导学⽣

给出合理的假设，最终成功建立模型。 

   第三，秦老师也很好的关注到学⽣的思维过程，把学⽣分成了三组，去完成

模型的求解。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利用取整函数、分段函数等知识顺利完成了

求解模型，并详细的给出了在不同的价格区间，会有不同的策略进⾏处理，其中

核⼼的指标是保证最⾼的优惠率，因此会有不同的策略。在某些价格区间需要“加

钱凑单”，⽽有些价格区间需要舍弃⼀些部分更划算⼀些。学⽣也通过分组学习，

收获满满。当然，秦老师在完成求解后，也做了很好的反思评价。提出了跟实际

背景结合的思考题，满减问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满减⾏为对顾客是否有价值，如

何能够吸引⼈？消费者应该怎么制定策略等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属于模型的检

验，也能够更好的引导学⽣如何思考，如何改进。 

   第四，数学建模来源于⽣活，因此还是得从实际的角度进⾏综合判断。例如

上面的策略中有⼀条是舍弃⼀部分商品，从⽽保证最⾼的优惠率，但实际问题中

可能所有购买的物品都是必需品，也没法舍弃。当然还有⼀些因素也是需要综合

考虑的，例如：在现实⽣活中的优惠券是否可以选择？是否所有商品都参与活动？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模型的结果，因此需要结合⽣活实际优化模型，学⽣在课后也

会积极研究相关策略，将数学和⽣活完美结合，更好的激发学⽣学习数学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