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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背景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实施策略研究
汪　浩

（天城中学，安徽 桐城 231400）

摘要：“三新”强调新课程、新教材和新高考改革，要求教师从这三个角度出发研究新的教学模式。在此背景下，大单元教学为教

学构建课堂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以及方法上的借鉴，促进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将这种以大主题或大任务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有

机融入高中数学教学过程，符合“三新”要求与学生学习需求。故而，笔者在“三新”视域下对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进行概述，探讨将

其运用于高中数学教学的必要性，并以“三角函数”这一单元为例提出可行的实施策略，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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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新”视域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概述

“三新”视域下的大单元教学是指，从“整体”的角度出发，

结合新课程、新教材和新高考改革要求，综合利用各种教学 策略与

形式，有序组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使其基于完成学习任务的过

程获取知识、培养综合能力、塑造正确价值观的教学方式。该理念

下的教学设计要求教师围绕大任务或者大主题，分析、整合、重组、

拓展内容教学，旨在引导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出完

善的、系统性的数学知识体系。相较于常规的教学模式，大单元教

学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实现了对课程内容的有效

整合，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数学知识、有效整合数学知识。在将这

种新颖的教学模式应用于高中数学课堂时，要坚持“以生为本”理

念，结合处于不同水平、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计教学活动。以“三

角函数”这一单元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在充分考虑本班实际学情

的前提下设计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尝试通过导数解决三角函数中的

难题，从而能够在潜 移默化之中完善学生知识体系，增强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具体过程，教师要发挥

好引导作用，采用适当的方式点拨学生，激发学生学探究兴趣，促

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对本单元知识的学习中。

二、“三新”背景下实施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课程要求转变教学观念

新课程要求教师加强理论层面的学习，及时转变自己的教育

教学观念，打造重视综合素质培养、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新课堂。

与传统的数学教学相比，新课程视域下的高中数学教学既重视知

识传授，也聚焦实践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为了适应新课程要求，教师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借鉴新观念，针

对性调整教学方式，从而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数学思维能力的

培养，使他们可以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大单

元教学包含综合性的项目或者学习任务，为学生实践能力、创新

思维能力培养提供了实践载体，为教师落实新课程要求提供了理

论指导与有效方法。

（二）新教材要求加强能力培养

相对而言，新教材更为重视对学生解决问题、数学思维能力

的培养。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根据其要求提升教学设计质量，

采取新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度；高中数学课堂

需要逐渐摆脱了学生的被动接受知识、教师注重知识讲解的传统

模式，促进了学生合作探究与独立思考，加强了对学生团队合作

精神、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大单元教学要求学生以一定主题为

线索进行探究性学习，倡导学生探究过程中相互合作，共同解决

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为其培养解决问题能力和数学思维创造了

更好条件。

（三）新高考要求改变评价方式

新高考对教师教学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与传统高考以考试成绩为导向进行评价不同，新高考更为关

注学生在能力、综合素质方面的发展。大单元教学中的项目或者

学习任务，正是学生锻炼、展示其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平台，对学

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应用发挥

了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高考还关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

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与大单元教学也具有一定一致性。通过观察、

分析学生完成项目、学习任务的过程，能够综合了解其学习效果、

态度、方法，为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提供了关键信息。

三、“三新”背景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实施策略——以“三

角函数”为例

阅读教材，分析“三角函数”这章的教学内容可以发现，在

定义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幂函数时涉及到的变量比较少，定义

三角函数时涉及到的变量则非常之多。这就无疑加大了学生理解

难度，使学生学习三角函数的对应关系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为

了落实“三新”要求，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首先需要解决函

数的三个基本问题——定义域、对应关系以及值域。故而，笔者

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时，着重引导、启发学生突破学习难点，完

善知识体系构建。

（一）联系旧知识，完善知识体系构建

高中数学教学内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初中数学联系紧密，

呈现出连续性特征。教师构建内容单元时，要抓住初高中数学教

学内容的连续性特征，优化教学内容设计，对其进行适当丰富。

也就是说，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引导学生将落下的知识“拾起来”，

帮助他们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探究“三角函数”。在高中教

材中，这部分内容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应用上，需要学生从题干

中准确提取信息，将其转化为函数应用条件，从而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设计学习任务时，可以把摩天轮案例引入课堂，要求学

生尝试分析座舱中某一游客的位置变化规律。该案例具有浓厚的

生活气息，能够促使学生把三角函数的应用问题通过实际案例表

述出来，对锻炼学生用数学语言表述生活问题、从实际问题中炼

数学信息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引入案例之后，引导学生将其抽

象为几何图像，帮助其在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之间建立联结，为

其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奠定基础。在这一环节，学

生需要运用三角函数获得简化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游客的位置变

化规律的探析思路。该解题过程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更大程度地

激发了学生应用数学思想与方法的兴趣。随着学生探究层次的深

化，在适当的时候引导学生对相关生活化素材进行整合，帮助他

们在总结、整理过程中触类旁通，深度理解数学本质，将本章知

识有机融入原有知识体系。

（二） 优化问题情境，调动学习兴趣

实施大单元教学中，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新课程要求，创

设适宜的问题情境，以启发学生思维，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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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高校完成知识构建。在新教材

中，“三角函数”是重要内容，也是较为抽象、难以学习的内容。

实施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学生探究过程引导他们回顾对数函数、

指数函数、一次函数的性质与概念，并通过板书帮助学生梳理知

识结构。比如，笔者采用罗列的方式对对数函数 y=logax、指数函

数 y=ax、一次函数 y=kx+b 进行板书，并创设问题情境如下：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运动法则，

例如轮的运动。请同学说试分析，在齿轮转动过程中，坐标为（x，

y）的一点 P 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规律。

为了使学生对该场景建立直观认知，笔者通过微课将齿轮转

动过程呈现给学生，并指导他们自主点出点 P 的位置。经过思考

与讨论，部分学生认为他们已经掌握的函数都无法表达 P 点的运

动规律。这一认知，激发了学生探究欲望，笔者适时引导学生继

续探究，分析对应关系，尝试构建可以表达 P 点运动规律的函数式。

（三）深海探究层次，促进自主学习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会对三角函数式、三角函数性

质等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

但是由于缺少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的过程，往往会影响学生数学思

维、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引入大单元教学理念，融入自主学习

任务，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该问题，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主思考空间，

使其数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水到渠成。故而，笔者以问

题为主线开展教学，指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首先，结合图 1 引

出新问题，并对其进行描述，要求学生回答如果 OA 与 OP 形成的

夹角等于 或者 ，那么点 p 的坐标是多少，如果该夹角的度数

不确定，它的边 OP 在 x 轴上的投影是否能够确定，该角为任意

度数时，它是否都有唯一对应的坐标。

图 1 单位圆与圆心示意图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学生可以发现，该角为任何度

数时都有唯一对应的坐标。基于学生的这一发现，笔者引导学生

利用画图的方式对确定角在 x 轴上的投影进行明确。该探究过程

使学生获得结论：OA 与 OP 形成的夹角在任意度数时，都有其唯

一对应的坐标。将以上的全部探究活动融入大单元教学，为学生

提供自主探究的空间，既促进了学生对三角函数中的基本对应关

系的理解，又加快教师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四）引导实践应用，促进知识体系梳理与补充

基于“三新”背景指导学生围绕单元主题开展学习活动时，

可以引导学生依托交流展示、小组合作、自主构建等方式完成从

知识探究到知识应用的过程，以促使他们巩固所学的知识，实现

能力、综合素养方面的发展。具体到“三角函数” 这一单元的教

学中，可以将教材中的练习题合理融入学生学习过程，引导他们

运用自己构建的三角函数模型思考、解决相关问题，完成对知识

的进一步梳理与巩固。比如，笔者在学生对“三角函数”知识建

立一定认知之后，要求他们结合教材中的习题“你能用符号语言

表示三角函数的关系式吗？”“你能判断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吗？”

回顾、梳理知识。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不够全面，此时教

师要鼓励学生集思广益，结合其他学生的答案对自己的答案进行

补充，以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

（五）深度阅读，加强数学思维培养

数学语言抽象化、概括性程度较高，蕴含着严密的逻辑和精

准的语言表达方式，为学生带来较多学习困难的同时，也为其进

行思维层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载体。基于“三新”的高中大单元

数学教学要指导学生深刻理解教材、例题等阅读材料，促使他们

在提炼数学元素、探究求解方案过程中发展数学思维。比如，针

对“三角函数”这章内容构建大单元教学模式时，可以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将难懂且晦涩的数学概念、数学关系转化为易于理解的

语言，让学生在阅读、表述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加强对思

维的训练。首先，在讲解三角函数概念时，笔者选择采取合作阅

读的方式，指导学生自主分析文本资料，并结合自己对资料的理解，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三角函数。在这一环节，要多给学生几分钟时间，

让其反复教材内容，确保其能够准确提炼数学信息、充分进行语

言转化。其次，引导学生相互借鉴，结合他人对三角函数概念的

描述，对“三角函数”概念建立更为深刻的理解。最后，教师对

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价，通过鼓励性语言促使学生分享阅读心得

与语言转化方法，强化学生数学阅读能力，以及使用数学语言进

行表述的能力。

（六）成果巩固，促进知识迁移

1. 抽象概念巩固。与其他函数相 比，三角函数综合性更强，

概念也较为抽象。部分学生即便学完本章知识之后，也仍然难以

对其建立清晰认知。教师需要在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三角

函数概念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点拨，帮助他们提升理解的准确性，

并组织再次对对应关系进行回顾与探讨，以帮助他们巩固本章所

学内容，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2. 知识体系构建。高中数学知识有较强的逻辑性，前后之间

衔接紧密，如果学生对其中某一部分知识掌握得不够彻底，则往

往会影响他们对本章知识的整体构建。教师要具备整体构建观念，

从整体视角出发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他们抓住各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构建出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

3. 循序渐进地巩固。知识的构建、积累，以及能力的培养都

是循序渐 进的过程。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成果巩固时，要尊重学习

规律，引导学生建立“由厚到薄”“由薄到厚”学习理念，并在

该理念指导对本章知识进行反复咀嚼。这就要求欧教师在教学结

束后，优化考试检测、习题训练、释疑解惑环节的设计，逐步引

导学生深入理解本章所学知识，循序渐进地完成对本章知识的巩

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三新”背景，构建大单元教学模式，对

学生整体把握高中数学知识、转化高中数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要将落实“三新”要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从不同层面入手

现有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在此过程中，加强大单元教学模式的应

用是十分必要的，教师应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吸收新教学观点，

对其应用方式进行完善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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