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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体视角下高中数学新授课教学设计新探
——以“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为例

姚伶俐

（天城中学，安徽 桐城 231400）

摘要：高中数学新课标提出应从整体把握教学内容，彰显单元教学设计的核心，形成整体观念，实现教学结构化。对此，高中数学

教师应从单元整体视角出发，合理优化新授课教学设计。基于此，本文以“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为例，针对单元整体新授课教学展开探究。

首先明确了核心知识与单元教学目标，以此优化教学过程，促进单元目标的落实，接着提出完善教学评价的方法；最后对教学过程进行

总结与反思，凝练出单元教学要点，旨在为高中数学教师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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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中数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如何有效地进行新授课的教

学设计，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成为广大数学教师关注的

焦点。传统教学所呈现的知识点较为零散，学生难以感知知识点

之间的联系，而单元整体教学能够从多维度呈现课程知识，帮助

学生准确把握数学知识。对此，笔者参考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相关

教材和教辅资料，以及近年来的教育研究文献，以“直线的倾斜

角与斜率”为例，探讨如何借助单元整体组织教学内容，优化教

学过程，完善教学评价，从而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通过本

研究，期望能够发现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知识，从而提升高中数学的教学质量。

一、明确核心知识，制定单元教学目标

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数学不能单纯局限于知识点的传授，

更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与全面发展，通过单元整体教学帮助

学生构建完整知识网络，带领学生全面梳理课程知识点。以“直

线的倾斜角与斜率”教学为例，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中，教师应

明确核心知识，以此制定单元教学目标，为后学教学提供明确方

向，提升教学质量。“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属于“直线与方程”

单元，注重借助直线方程研究直线的性质。新课标强调从单一知

识点转向特定主题知识的单元教学，教师应着眼于整个单元内容，

包括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与基本思想等，注重结合单元内容

构建结构化知识体系，让学生经历“事实—方法—方法论—应用”

的过程，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领悟思想，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首先，明确核心知识。在“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这一单元中，

核心知识主要包括直线的倾斜角的概念、性质及其与斜率的关系，

斜率的定义、计算及其几何意义等。这些知识点不仅是学生理解

直线性质的基础，也是后续学习其他数学知识的重要基础。其次，

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单元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标应从知识技能、

意义理解、思维迁移、情感态度四个维度入手，细致化制定单元

教学目标。具体见表 1。为有效实现单元教学目标，教师应对教

学过程进行精心设计，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探究、组织

讨论交流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帮助学生理解

和掌握核心知识。总之，明确核心知识与制定单元教学目标是开

展单元整体教学的首要环节，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有力的支持

和引导，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表 1 “直线与方程”单元教学目标

目标 具体目标

“直线与方程”

单元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 学生能够正确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概念，掌握斜率的计算方法，掌握平面上点与点、点与直线以及两条平

行线间的距离公式，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意义理解 能够结合具体的几何图形确定直线的几何要素；理解直线的倾斜程度、倾斜角、斜率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

直线的三种方程及其之间的关系。

思维迁移 能够了解“数”与“形”之间的相互转化；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

作交流，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

情感态度 通过数学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合作精神，形成积极的数学学习态度；培养灵活计算

与优化解题的意识；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二、优化教学过程，落实单元教学要求

在“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这一单元的教学中，教师应注重

合理设计教学过程，将单元教学要求有效沈柔到教学过程，帮助

学生理解与掌握课程知识。教学过程可分为以下环节：

（一）阅读章引言

通过阅读章引言，引导学生了解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和主要内

容，激发是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借助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

学生思考直线倾斜角与斜率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为后续学习做

好铺垫。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上一章的学习，我们了解了空间

图形的位置关系和距离等，从向量方法角度分析，你认为几何问

题有什么样的特点？本章要学习哪些内容？是怎样的顺序”，借

助问题引导学生阅读章引言，了解本单元的核心内容，深化几何

意识。

（二）确定直角坐标系中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

教师通过直观演示和实验操作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直线在直

角坐标系中的表示方法，以及倾斜角与斜率在描述直线位置时的

作用，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和归纳，发现直线倾斜角与斜率之

间的关系，为后续公式的推导打下基础。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

思考：“在直角坐标系中，如何确定一条直线的位置？直线位置

有哪些要素？”为学生展示平面直角坐标系，设置 P 点画出若干

直线，将其视作直线束，让学生尝试区分这些直线。学生以小组

方式展开探究，将 x 轴看作基准展开分析，发现直线对于 x 轴有

着不同的倾斜程度。结合学生的发现，教师再次提出问题：“请

大家用数学语言表示直线对于 x 轴的倾斜程度。”以此带领学生

总结与归纳倾斜角的定义。此环节教学能够帮助学生确定出直线

位置的几何要素，让学生在问题驱使下深度探究课程知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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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激发学生思维能力。在参与过程中，学生能够了解到直角坐标

系定位功能的关键点在于基准点，通过设置 x 轴为基准点，能够

让学生在此基础上分析多个狴犴令，进而区分各个直线，实现从

定性层面“倾斜程度”的认识过渡到定量层面“倾斜角”的理解，

进而得出倾斜角的定义和范围。此过程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

象，带领学生走进几何世界，提升学生理性思维水平。

（三）探究过两点的直线斜率的计算公式

通过引导学生回顾两点间距离公式和斜率的概念，逐步推导

出过两点的直线斜率的计算公式。在推导过程中，教师注重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让他们能够深入理解公式的来龙去

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展示直角坐标系中直线的不同变量，

引导学生分析：“通过已知直线的一个点和一个倾斜角便可确定出

唯一的直线，通过直角坐标系中的两个点也可以唯一确定，那直线

倾斜角和两个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用什么方法来表示这种联

系？”结合这一问题，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对已知条件和未知条

件设置符号，比如直线 l、倾斜角 ɑ、已知点 P1 和 P2 等，让学生

结合符号进行推导，探究出倾斜角 ɑ 和 P1、P2 之间的关系。教师

可对问题进行调整，比如倾斜角为 0°时关系是否成立？等，在问

题追问下促使学生产生新思路。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从定量刻画角

度思考问题，将倾斜角和两点坐标联系起来，联想到直线的方向向

量，借助向量关系推导倾斜角与两点坐标之间的关系。此过程能够

有效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夯实学生数学基础。

（四）辨析和理解公式

在推导出公示后，教师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辨析和立即公式，通

过比不同情境下的公式应用，引导学生发现公式间的联系和差异，

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教师先引导学生关联生活实际，分

析生活中见到类似倾斜程度和倾斜角的概念，让学生从生活斜坡坡

度理解直线斜率。结合这一联想，教师提出问题链：“直线斜率和

倾斜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当倾斜角为 90°时公式还适用吗？”

借助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深化对公式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辨析

能力和理解能力，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五）促进学生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教师应设计具有实际意义的练

习题和案例，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让他们

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学素养。对此，教师可提供关于

斜率与倾斜角度的题目，引导学生结合所学解决问题，巩固学生

斜率知识，促使学生在应用中进一步了解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

（六）课堂总结

通过总结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加

深对直线倾斜角与斜率的理解。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

程，发现不足之处并制定改进措施，为后续学习做好准备。教师可借

助提问方式带领学生回顾整个学习过程，比如“总结出以直角坐标系

为工具解决几何问题的步骤”等，引导学生梳理教学过程，让学生在

学习知识基础上，掌握有效学习方法，为后续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三、完善教学评价，设置多元评价方法

完善教学评价能够促使教师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为教学调整和优化提供有力依

据。教学评价应聚焦于借助教学内容体现教学基本思想和解决问题

的一般思路。因此，教师应明确教学评价目的，教学评价不仅要检

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更重要的是评估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问

题解决能力。在设置评价方法时，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

和学习特点，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评价方法上，教师可

采取多元化评价方法，比如通过课堂观察评价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

度和思维活跃度；通过作业和测试评价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

应用能力；通过项目式学习或小组讨论评价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新

精神等。多元化评价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避免

单一评价方式可能带来的偏差。在评价标准上，教师应以明确具体

的标准量化学生的学习成果，确保其与教学目标相契合，提升评价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评价反馈上，教师应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指

出他们的优点和不足，并提供具体的改进建议，帮助学生更好地认

识自己的学习状况，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促进他们的持续发展。

四、总结反思教学，凝练单元教学要点

在完成“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这一单元的教学后，教师应对

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反思，凝练单元教学要点，以便不断优化教学设

计，提升教学质量。可建立以下几点思考：第一，全面树立教学过

程，分析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教学方法是否得当、学生参与度如何、

教学效果如何等，发现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为今后的教学提供借鉴

和参考。第二，怎样发挥单元整体教学功能。教师应重点凝练单元

教学要点，注重把握单元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知识形成的逻辑性等，

凸显单元教学应用价值。在“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这一单元中，

教学要点包括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的概念、性质及其关系，斜率的

计算公式及其应用等。通过凝练这些要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

忆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第三，如何在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是真个单元的起始课程，应由此产生相应

的数学思想方法，抓住内在联系，落实各个关键点，通过设置循序

渐进、不断深入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开展学习探究，让学生感受坐

标系思想方法，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与数学抽象思维等素养。因此，

在教学设计环节，教师应注重将核心素素养内容渗透在教学全过程，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素养，发展个性品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单元教学摒弃了传统教学线性逻辑思路，能够让

学生感受整个数学知识体系，促使学生在“认知—应用—归纳”

过程中实现对数学知识的整体认识。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数学

教师应认识到单元整体教学的应用价值。本研究以“直线的倾斜

角与斜率”新授课为例，对单元整体教学的应用展开了深入探究，

为高中数学教师提供了具体的教学指导，也为教学设计与实践提

供了有益参考。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设计应不断更新

与完善，以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因此，高中数学

教师应持续关注教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探索和创新，为高中

数学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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