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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发展的中学数学知识拓展的思考与探究
徐 燕

（东平高级中学 山东泰安 271500）

【摘 要】 随着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中学数学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虽然有导数、积分等概念的下放，但也同时删
减了反三角函数等相关内容。本文从学生未来大学学习和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大学数学学习对中
学数学知识的需求，结合现行中学课标，对中学数学教学中知识拓展进行思考研究，总结出中学数学拓
展的五个知识点，并对相应知识点的作用及引入教学方式进行了分析，其目的就是在满足高考要求的同
时，能更大限度地为学生未来学习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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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主题的讲解。时间紧任务重，导致了课堂节奏快，

这与高中重复性强度联系不一样，快节奏新知识的传递

会使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掉队，这一点从学生的第

一、二学期的成绩差异中可以看出。

（3）生源广、基础差异，学习效果差。高校生源一
般遍布全国，各个省市教材甚至高考试卷都不一样，为

了应对高考，中学教学中弱化了一部分知识的讲解，如

反三角函数等，但这部分内容是学习高等数学的必备基

础知识，但是学生进入大学后没有专门的中学和大学数

学学习衔接培训，仅靠一两节课的预备知识补充难以达

到效果。简而言之、学生通过了高考，但在数学学习中

并没有做好学习高等数学和现代数学的准备。这也是使

得学生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直接影响学生大学阶段数

学学习和学业发展。

2  开展中学数学拓展知识教学的必要性

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学教学既要关注学生眼

前目标，又要关注学生长期发展。眼前目标就是顺利通

过高考，进入理想大学专业进行学习；长期发展就是为

学生未来学业发展奠定必备的基础。大学数学学习现状

表明，中学数学知识拓展教学势在必行。研究大学数学

学习需求，构建合理的数学知识拓展主题，为学生未来

深造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  中学数学拓展知识教学的实施策略

针对目前中学数学课程标准，通过分析大学数学学

习中对学生中学数学基础知识需求进行分析，针对相应

知识点给出教学设计思路，并总结出了中数学拓展知识

教学模式实施的方案。

3.1 研究高等数学教材，逐渐教学团队，选取知
识拓展主题
为了使得知识拓展教学，达到衔接大中学数学学习

的目的，对大学数学学习内容中引起学习困难的知识点

进行分析探讨，遴选出反三角函数、特征值法求数列通

项公式、高阶等差数列的应用推广、高次因式分解、二

项式应用、n次方差公式及其应用等五个拓展主题。依
托数学学科教研组团队，引进高校教师参与，对拓展主

题进行教学设计，组件教学研究稳定团队，紧跟学生未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改革以来，中学数学教学内容发

生了巨大变革，一方面大学知识中如导数和积分概念引

入中学教材，这对学生数学视野开阔和对数学应用价值

的感受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学数学弱化了反

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相关知识的讲解，对于数列求和，

高次因式分解，n次方差公式及二项式展开的灵活应用
挖掘深度不够，虽然能够满足高考要求，但对学生未来

大学学习和数学专业发展而言相差甚远。高校数学教师

在大学数学教学中，普遍反映学生基础薄弱，很多大学

知识学习和问题解决过程，学生基础知识的欠缺反而成

了学习的一大阻力。追其主要原因是大学数学教学和中

学数学教学的脱钩，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寄希望于

大学数学课程中简单几次知识补充讲解，作为中学数学

教师，更应该在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在满足高考要求

的同时，对数学知识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延伸，为学生

未来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基于个人大学学习过程

中的经验及调研访谈结果，对大学数学公共课和专业课

程中对中学知识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归类，找到中学数学

和大学数学脱节的五个主要知识点，并根据未来学习要

求对这五个知识点在中学数学环节的拓展讲解方式及重

难点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找到了破镜中学数学和大学

数学知识衔接困境的一种有效方法。

1  大学数学教学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的提升，高等教育中

几乎所有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中都有对大学数学课程的

学分要求。然而高校中“高数难学”的传说一直流传，

说明大学数学学习效果欠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班级规模大、教学效果不佳。随着高校扩招，
学生人数激增，体量增加给公共数学课程的教学带来了

很大压力，如高等数学课程，由于师资及教室资源的限

制，很多都是大班授课，老师开展教学活动很难做到因

材施教，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课堂时间长，课程内容多，节奏快，学生难以
适应大学学习方式。公共数学课程一般是两节连排，数

学专业的数学分析课程大部分都是三节连排。两个学期

要完成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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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需求和高中课改动态，创建有效、长效教学机制。

切实保证以学生发展目的活动初心，在不增加负担的同

时，为学生未来学习发展增加竞争力，提高团队教学效

果和教研能力。

3.2 反三角函数拓展主题教学设计思路
反三角函数在新高考中已经不再涉及，因此高中教

学基本不在讲授相关知识，但是在高等数学中，反三角

函数作为六类基本初等函数中的一类，在微积分教学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主题主要介绍反三角数的定义、与

三角函数的关系、反三角函数的图像；强调反三角函数

的定义域与值域；给出反三角函数单调性奇偶性的讨论；

指明 2
arccosarcsin π

=+ xx ， 2
cotarcarctan π

=+ xx

两个恒等式并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本知识点大概需要一

个课时的讲解时间，应安排在三角函数教学后进行拓展，

要充分利用函数图像引导学生发现相关性质结论，再拓

展新知识的同时，回顾函数与反函数的关系及奇偶函数

的研究方法，巩固加深学生对旧知识的理解。

3.3 数列相关知识拓展主题教学策略。
数列作为高考重要知识点，在高中正常授课阶段

得到了强化锻炼，但作为高等数学学习而言，高中数

列知识储备并不能满足未来学习要求，例如，在高等

数学数列极限讨论中会涉及一些更加复杂的数列求通

项、数列求和技巧等问题。该主题重点介绍，具有线

性递推关系的数列通项公式的求法，讲清楚线性递推

关系的概念，让学生掌握对应特征方程的确定方法，并

给出已知特征方程根的情形下数列通项公式的写法。同

时还要介绍高阶等差数列的概念及其性质，例如：p阶
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 an为 n的 p次多项式，数列 an的

前 n项和为 p+1次多项式，并且由此让学生掌握待定
系数法求特殊数列通项公式和前 n项和的方法，并让

学生感受若 f (n)是 n的 k次多项式，则 ( ) ( )1−− nfnf
为 n的 1−k 次多项式的规律，并依据这两个性质给出

( )( )121
6
121 222 ++=++ nnnn 的两种证明方法，并引

导学生思考 kkk n++ 21 的求解方法，再介绍知识的同
时，培养学生数学思维。本主题与课标相关度较高，可

以用来促进学生解决高考题的技能，同时也为学生今后

数列极限、差分方程的学习奠定必备的基础。

3.4 高次因式分解的拓展主题教学思考
高等数学中函数极限求值、无穷小的比较、有理函

数不定积分的求值问题中要求学生要熟练掌握因式分解

技能，但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同学只掌握为一元二次

函数的因式分解技能，对于高次函数因式分解技巧掌握

不好，本主题可以以案例教学方式进行开展，介绍特解

降次因式分解的方法、待定系数降次因式分解法、n次

差公式 ( )( )1 2 2 1n n n n n na b a b a a b a b b− − − −− = − + + + + 的

灵活应用等内容，强调平方差公式、立方差公式为 n次
差公式的特例这一事实，让学生感受知识推广过程，培

养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本部分也可以对一元 n次方程
韦达定理进行讲授，辅助学生处理高阶因式分解问题。

本部分内容与高考中解不等式和因式分解都与关系，可

以在例题设计上借助高考真题进行编辑，再拓展知识的

同时，也为高考保驾护航。

3.5 二项式及特殊不等式在不等式证明中的应用
二项式是中学排列组合中的重要内容，除了高考

要求以外，在高等数学极限证明中，经常需要利用二

项式对问题进行放缩变换，例如，极限 1lim =
∞→

n

n
a ，

1lim =
∞→

n

n
n 的证明过程就用到了二项式的不同的放缩

形式，这与中学一般用二项式证明等式的习惯有所不同。

本主题应该强调其在不等式证明的应用，并以此展开不

等式相关内容的拓展，例如，柯西不等式、排序不等式、

均值不等式等。这些不等式的介绍为学生处理高考题中

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也是学生参加高中数学

联赛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必备的知识储备，是促进学生

提高高考竞争力和为学习能力有效方式。本主题的介绍

可以进行碎片化分解，分解到高中数学相关知识点的学

习中，降低学生学习难度，有利于学生消化吸收。

在国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和基础人才培养的大

背景下，未来数学的学习不仅关系个人发展的高度，同

时也影响国家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越来越得多的专业

开始重视数学能力的培养，为了解决现在大学数学教学

学习效果的现状，提升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数学素养，

作为中学数学老师和中学教学主题责无旁贷，在应对

高考考核要求的同时，关注中学与大学数学学习的跨度

鸿沟问题，构建积极有效的中学知识拓展课程体系，对

学生数学素质的培养和未来学习发展的提高具有重要的

意义。

作者简介：徐燕（1982.9—），女，山东泰安人，中
教二级，研究方向：数学教育。

【参考文献】

[1] 张艳．大学数学与中学数学教学衔接研究 [J].教育现代化，2020，7（52）：190-192.
[2] 郭栋，王善勤．学数学与中学数学教学衔接性问题研究 [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0，35（10）：164-167.
[3] 罗卫华，王新民．高等数学和中学数学知识的衔接性研究 [J].高教学刊，2017（2）：193-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