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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策略研究
罗华明

（广西田东县教研室，广西 百色 531500）

摘要：在核心素养教育教学背景下，初中数学教师应充分意识到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为此，需要在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实

践技能之余，着重培育他们的逻辑思维、运算能力、几何直观、推理能力及建模思想，实现素养培育目标。由于数学课程具有一定的严谨性、

逻辑性，于初中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因此，教师需积极探寻新颖且有效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学生突破学习瓶颈，比如教师可以

开展大单元教学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如何基于核心素养下开展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是当前教师重点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围绕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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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中数学课程中包含有各种抽象的内容，使得课程教学

难度明显提升，鉴于此，为实现激趣教学，提升学生素养，教师

可以尝试开展大单元教学，帮助学生梳理、归纳以及总结数学知

识点和技能点，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架构，为学生后续步入

高阶学习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内外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教

师在开展大单元教学的过程中仍存有诸多问题，限制了初中数学

课程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鉴于此，本文以笔者教学经验为着手点，

基于核心素养视域下，分析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现实意义和所

存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以期对初中数学教师有所裨益。

一、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初中数学课程中包含有大量的抽象概念、烦琐公

式以及深奥定理，使得多数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通常

情况下，学生在未完全内化和掌握本节课内容，便又开启了下节

课教学，容易导致学生顾此失彼，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而

教师尝试开展大单元教学则能够帮助学生内化和理解环环相扣的

数学内容，基于大单元教学模式下，教师除去完成个别知识点、

技能点教学之外，还更加侧重于单元内容整合教学，能够引导学

生围绕单元主题进行知识梳理和回顾，帮助他们查漏补缺、温故

知新。此外，在初中数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单元中每节课都是

相近的内容，为此，教师可以以大单元的形式进行知识教学和总

结复习，并在单元教学中把握学生的切实需求和学习进展，及时

进行单元总结，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熟练实践技能，切实提

升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同时，还能够推进初中数学课程改革进程。

二、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问题分析

（一）大单元教学模式不够完善

结合笔者的实践调研可知，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模式仍处于

实践探索阶段，为此，在实践教学中仍存有诸多问题，部分教师

由于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仍沿用说教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来

开展教学，并且并未围绕某个单元主题来系统化梳理知识，导致

学生仍是以零散记忆的方式学习数学知识，很难将所学知识串联

起来，并融会贯通。基于不够完善的大单元教学模式下，很难充

分彰显大单元教学的教学优势的，不仅无法帮助学生形成完善的

知识结构，还无法切实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二）大单元教学内容不够深化

很多教师仍深陷固式思维中，对于教材中简单的概念和定理

只是进行简单介绍，并未深入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内容，最终使

得学生无法透过理论知识探知到其背后所包含的数学思想和规律，

无法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此外，很多教师仍将应试视

为课程教学目标，多是结合考试要求来开展单元教学，并未结合

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以及切实需求来激发他们的学习自主

性，无法取得预期的教学成效。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可行策略

（一）创设适宜情景，实现激趣教学

步入初中阶段的学生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认知视野，转变学

习思维以及充实知识体系，尽快接纳更为专业的数学知识。为此，

教师需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帮助他们形成思考意识和逻

辑思维。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选择科学且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吸引

学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切实培育他们的数学学习兴趣，

提升他们的数学学习效率。其中教师可以尝试在大单元教学中创

设适宜情境的方式来吸引学生沉浸其中，最大程度上提升数学教

学质量，还能够有效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以“图形与几何”为例。初中阶段图形与几何包括“图形的

性质”“图形的变化”和“图形与坐标”三个主题，但教材内容

分散在三个年级六册教材中。为使得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并内化教

学内容，从整体上把握某个单元教学内容，教师必须采用大单元

教学设计，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来为学生播放视频动画、展示图

片文字，为他们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其中可以为学生展示平面

几何图形通过不同的折叠方式形成一个几何体，并且在此过程中

还针对折叠中出现的角进行了特殊标记，之后展开后又形成一个

平面的动画。在此过程中，教师能够将本单元的立体图形、平面

图形，点线面体、角等知识点巧妙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认知到平

面图像展开和折叠的全过程，使得学生将该单元知识点串联起来，



1852022 年第 4 卷第 06 期 理论研究

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该动画视频能够直观地展示点线面体之间

的内在关系，以及平面图形到几何体的变化过程。这样，能够使

得学生了解到点线面体以及角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细

化教学内容，适当引进直线、射线以及线段的概念。该单元中都

是围绕图形展开讨论的，通过为学生播放视频动画创设情境能够

尽快帮助学生梳理、归纳单元内容，形成知识整体，这样，不仅

能够实现激趣教学，还能够发挥大单元教学有效性。

（二）设置主题问题，活跃学生思维

教师还应结合单元教学主题来设置一系列问题，通过提问的

方式一步步引导学生，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智力，提升他们

的数学学习能力。教师需在实践教学中向学生灌输培育学生数学

思维的重要性，不仅能够突破学习瓶颈，还能学会举一反三，切

实提升他们的数学学习效率。鉴于此，教师有必要结合单元教学

主题来设计由简入难的系列问题，旨在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内涵、

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数学思维，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以教师开展“整式的加减”大单元教学为例，该单元中涉及

有单项式、多项式、系数、次数、同类型向等晦涩且抽象的概念，

以上概念不仅是该单元的教学重点还是教学难点。基于此，为帮

助学生突破学习瓶颈，教师需引导学生转变原有的学习思维，理

解字母表示数学概念的核心思想。为培育学生的数学思维，教师

可以围绕字母表示概念的单元主题为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在本

节课之前教师已经向学生讲述了“代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表达式中的字母理解成未知的数字，使得他

们能够意识到处于不同位置或是位于不同方程式的字母所表示的

数学概念是不同的。之后，教师可以为学生抛出以下几个问题：

1.-100mn2 这一式子中包含哪些数学概念呢？这个式子可以叫作？

2. 其中 -100 是这个式子的？ 3. 而右上角的 2 是这个式子的？学生

能够较快地反映出问题的答案，表示是单项式，其中 -100 是单项

式的系数，而 2 是单项式的次数。然后，教师进行问题升级，提

出以下量问题：1. 若是在上面这个单项式的基础上再加上 4m、17

这两个单项式能够组合成什么？ 2. 而每个单项式是这个式子的什

么？学生在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相互讨论之后讲出了正确答案，即

能够组合成多项式；每个单项式都是多项式的项。最后，教师还

可以增加问题难度，进行以下提问：请问 4n-100n2 这个多项式的

最高项是哪个。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各自表述自

己的答案。其中教师需说明这个多项式的最高项是二次项 -100n2，

并且该多项式次数是 2。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主题问题，能够帮

助学生将所学的单元内容串联起来，有效提升他们的数学思维能

力。

（三）结合单元主题，引导综合回顾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整个单元进行整体回顾，使得学生能够

把握单元主题和核心内容，为此，教师应结合单元内容类似的特

点来引导学生建立思维导图，进行知识梳理和回顾。这样，不仅

能够帮助学生夯实所学知识、锻炼解题技能，还能够切实帮助学

生深刻理解知识内涵，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做到举一反三。此时，

教师应转变之前的应试思维，避免因为过于注重题型研究而忽视

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鉴于此，教师应着重完善学生对知识结

构的把握，使得学生能够对所学知识形成整体概念，使他们及时

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和技能短板，并在大单元小学回顾中进行完

善和巩固。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将知识串联起来，还能够有

效培育他们的数学核心素养。

以教师开展“函数、方程和不等式”大单元教学为例，教师

在引导学生进行单元知识回顾时，应一步步让学生探知到单元知

识重点，并鼓励他们能够以重点内容为基点展开扩散式知识梳理

和补充，进而完成知识回顾和复习。为此，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围

绕该单元中“数量关系”这一核心概念来进行思维扩展和延伸，

体会函数、方程、不等式三者本质相同，即在不同背景下对同一

事物的不同表达，感悟如何用不同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将

单元内容各种细化的知识与概念贯串起来，在进行知识回顾时，

不仅仅能完成对基础知识的进一步内化和外化，还能够拓展学生

的认知思维、充实他们的知识体系，使得学生都能够在单元复习

中得到稳步提升，同时顺利完成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任务。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素质教育的广泛推行和切实深入，初中数学

教师应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来开展大单元教学活动，其中可以

通过创设适宜情景，实现激趣教学；设置主题问题，活跃学生思维；

结合单元主题，引导综合回顾，帮助学生把握整体知识结构，完

成逻辑思维培养，使得他们的数学核心素养得到切实提升，同时，

还能够推进初中数学课程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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