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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核心素养 
——“情境与问题”的尝试与探索 

◆张玉良 

（青岛五十八中  山东省  266100） 

 
摘要：作为中学数学教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课

堂教学过程中我就“情境与问题”、“知识与技能”、“思维与表达”、“交

流与反思”四个维度进行探索研究。本篇讲述在“情境与问题”教学环

节中渗透数学核心素养的三点具体做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打动学生、渗

透原理；用创设生活化艺术化情境培养学生人文底蕴；用数学文化、科

学史实唤醒学生的科学精神。 

 

 

爱因斯坦说：“恰恰是数学，给精密的自然科学提供了无可
置疑的可靠保证，没有数学，它们无法达到这样的可靠程度。”
美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说“现代高能物理到了量子物理以后，有
很多根本无法做实验，在家用纸笔来算，这跟数学家想像的差不
了多远，所以说数学在物理上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哲学家 黑
格尔对数学给予 高的评价：他说数学是上帝描述自然的符号。
数学如此有魅力，但又晦涩难懂，抽象难算，数学的逻辑推理和
运算让许多学生视为畏途，但这恰恰是数学的魅力。数学如此重
要,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有责任让学生喜欢数学，学好数学，努力
提升数学核心素养。 

什么是数学核心素养呢？简单说数学核心素养是具有数学
基本特征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的关键能力
与思维品质。不严格地说，数学核心素养不仅包含外显能力，还
包含内在思维品质。数学课标修订组提出了六个核心素养：数学
抽象、数学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它是五大基本能力的延续和深化。在课标中数学核心素养通过
“情境与问题”“知识与技能”“思维与表达”“交流与反思”四
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四个方面也是描述核心素养水平的四个维
度。 

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就“情境与问题”、“知识与技能”、“思维
与表达”、“交流与反思”四个维度进行探索研究，优化教学法、
打造精品课堂，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下面谈一下我在课堂教
学中在“情境与问题”设置上的几点做法. 

1、用讲故事的方式打动学生、渗透原理。 
比如我在讲《圆的标准方程》一课中先插播一段百岁山矿泉

水的广告视频，然后提出问题：百岁山矿泉水为什么被称作水中
贵族呢？唯美的画面和悬念马上激发起了学生的强烈的探求欲
望。然后我深情给学生讲述了法国数学家笛卡尔和瑞典公主克里
斯汀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大意）1650 年，52 岁的笛卡尔邂
逅了 18 岁的瑞典公主克里斯汀，从此，他便当上了公主的数学
老师。笛卡尔向她介绍了他研究的新领域——直角坐标系。通过
它，代数和几何可以结合起来，也就是日后笛卡尔创立的解析几
何的雏形。每天的形影不离也使他们彼此产生了爱慕之心。他们
的恋情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国王将他放逐回国，公主被软禁在
宫中。在笛卡尔给克里斯汀寄出第十三封信后，他永远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这 后的一封信上只有一个方程式：r=a(1-sinθ)。克
里斯汀着手把方程图形画了出来，这条曲线就是著名的“心形
线”。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我发现学生比任何时候都听得认真。 

数学课讲故事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教学主题服务。通
过这个实例让学生了解解析几何的基本原理。奠定了本节课的理
论基础。 

2、用创设生活化艺术化情境培养学生人文底蕴 
直观可以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有助于学生感性知

识的形成。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
始的” 

我在《圆的标准方程》引入圆的概念时创设了这样的情境： 
用 PPT 展示一组关于圆的形象的图片（包括自然、生活、

艺术、建筑），让学生感受到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然后又鼓励

学生联想有关圆的诗：学生直抒胸臆，如“大漠孤烟直之、长河
落日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通过这样种方式把圆
的美好形象烘托出来。学生翘首以待，圆这一主题则呼之欲出。 

我在讲《函数的单调性》一节时，我也是用一首诗引入单调
性概念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
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请学生从函数的角度分析诗中描述的自
然现象。 

在《指数函数及其性质》一节中，我引用《庄子•天下篇》
一则材料：“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提出一个问题作
为情景引入。请学生写出截取 x 次后，木棰剩余量 y 关于 x 的
函数关系式？ 

设计意图就是通过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让枯燥的数学充满诗
情画意，富有人文底蕴。作家王蒙说： 高的诗是数学。我们不
能辜负他。 

3、用数学文化、科学史实唤醒学生的科学精神 
在《圆的标准方程》圆的定义生成时我没有直接给出定义。

而是先介绍了圆的定义形成的数学史，一步步引入定义的。 
我是这样讲的：我们追溯到 2400 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

里已经定义了什么是圆，请同学们齐声朗读。其实比他早 100 多
年，战国时期哲学家墨子对圆的定义：“圆者、一中同长也”，更
是言简意赅。墨子在先秦时期就创立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
科学理论。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
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像当时老子、孔子、庄子、
孟子等古圣先贤的哲学思想和伟大成就也很了不起。直到现在仍
然在引领世界潮流，老子的道德经在西方国家的印刷量仅次于圣
经，1988 年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宣言：“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
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
取智慧。”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感到骄傲。学
生热烈鼓掌。 

那么近现代数学又是怎么定义圆的呢？随着数学的迅猛发
展，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我们近现代数学是从集合
的角度来定义圆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圆的定义。 

在本节课结尾时我又提到了数学家前仆后继研究科学的历
史。我引用了笛卡尔未完成的一个宏愿作为结尾： 

我说：笛卡尔当年想写一部数学著作：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
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都归结为代数学问题，把一切代数问题
都通过方程的解来解决，但他没能如愿。但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
俊把他的愿景推进了一大步：他创造了“吴方法”：几何定理机
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2013 年获
得国家 高科学技术奖。同学们加油吧，数学的下一个里程碑就
靠你们来筑就。 

设计意图就是我想通过数学史实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数学文
化，了解学科发展历程。唤醒学生的科学意识，种上科学的种子，
激发爱国热情。 

德国数学家克莱因发出了惊人之语：他说：音乐能激发或抚
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获得智
慧，科学可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能给予以上的一切.  

我想说：所有的学问都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
日积月累，更是一种人性的升华。我们数学老师要努力奉献给学
生有温度的数学，让理性的思维和人文的精神在数学的课堂上得
到融合，让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得到提升。作为数学教师有义务
让学生相信：数学不仅有定义、逻辑、运算，还有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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