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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数学主题式单元教学初探
陈芬梅

（安徽省宿州第二中学，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新课改不断推进和实施，高中数学教学也迎来新的发

展机会。作为新时期的数学教师应在整体把握新课程的背景下，

发展主题式单元教学，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多元化教学方案，

整体量身定制出单元教学目标，突出数学学科本质，展现数学学

科素养，高效完成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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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主题式单元教学，设计多元化教学方案

高中数学教师要重视主题单元的策划及创新教学。单元教学

主要包括：教学要素解析、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程序等，同

时也包括评价和反思，以及汇总学习报告，制定改进措施。在实

际策划中教学手段要多元化，教学思路要清晰化，既要注重学生

的情感与相关主题内容的融合，也要重视现代技术和数学教学的

有机整合。

例如以“导数”单元教学为例，如在设计问题链教学时可以

从以下几点切入，环节 1：怎样计算质点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平均

速度？如何由平均速度得出质点在某一刻的瞬时速度？环节 2：

怎样从数学角度刻画 GDP“迅速增长”、房价“暴涨”、股指“跳

水”或气温“陡升”等现象？环节 3：怎样由割线斜率得到函数

在某一点的切线斜率？通过设计层次分明的知识链反映了导数的

思想，突出了导数概念的本质，反复通过数与形的结合引导学生

去认识和感受导数的几何意义，注重引导学生学会数学思考的一

种方式——几何直观，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能力。在主题单元教

学设计时教师首先要明确该单元在课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单元的

结构情况，注解专题和划分专题之间的联系，这样在开展实际教

学时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授课中重视单元教学

法，还可以拓宽教学层面，深化知识结构。另外，设计主题式单

元教学应在核心素养的导向下，在整体思维的指导下出发，通过

教学团队的合作，对有关课本内容进行统一筹划和完善，并将改

良后的教学内容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元，以重点突显数学

教学内容为主线，加强数学知识间的衔接性，基于此，对单元教

学进行整体循环改进，促进动态教学设计顺利有效地进行。

二、整体定制单元教学目标，达成数学学科素养

高中数学知识具有一定逻辑性和抽象性，数学教师应努力探

寻新的教学方式，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为学生呈现新颖、趣味、

激情的教学活动，引导每位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

活动当中，进而形成高效的数学教学情境。首先，在授课中设定

问题情境如：现实情景、科学情景、学科情景等。其次，知识与

技能要能够呈现出相应的学科核心素养；同时，表达与逻辑，主

要是指本学科的思维品质以及叙述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最后，反

思与沟通，是指在沟通过程中的思维表现能力和沟通后的思考问

题能力。单元教学目标是单元教学设计的依据，也是单元教学设

计的核心，因此明确教学方向、深化表达是单元教学设计程序中

最重要的阶段，所以，数学单元教学目标要突出其单元的整体性

和统筹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单元教学目标并不是课时教学的

简单罗列，故此在设计上需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防止单元教

学的孤独性和冲动性，同时还要突出主题单元知识的重点和技能

要求，并且要落实到学生数学素养的达成。

例如，在学习了“线线、线面、面面位置关系”之后，根据

教材的设计意图“空间角”的单元教学目标可以这样来定位：（1）

通过具体的几何模型，发现空间的“三类角”；经历直观感知，

探索空间角的度量方式，体会其合理性与科学性；（2）能够借助

直观模型，感受空间角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思辨论证、度量计

算理解“线面角是最小的线线角”“二面角是最大的线面角”；（3）

能够用几何方法作出简单几何体的“三类角”，并会计算其大小；

能够从向量的视角理解空间角的内在联系，会用坐标法求空间角。

此外，在单元教学目标中要突出教学的层次性，并且单元教

学的目标要落实在实际授课中，要按照教学的“课”或“节”的

编订顺序进行实施，在实际教学中要做到循序渐进。

三、突出数学学科本质，展现数学学科素养

在实际授课中，教师通过切合生活实际寻找鲜明的教学案例，

提出具有创造性和探究性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总结和归纳，让

学生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开发新的知识，达到知识理念的自然形

成，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数学建模等学科素养。如在“导数”单元教学中，“平均变化率”

是开发研究瞬时变化率及其导数概念的根基，对导数理念的构成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通过大量实际生活案

例引导学生学会将抽象的数学知识模型化，认识到平均变化率是

刻画变量变化快慢程度的一种数学模型，帮助学生抽象概括出导

数的概念，在导数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要淡化导数计算的技巧，重

视绘图和识图能力的培养，适当地使用信息化技术，通过直观想象，

逻辑推理，数学运算，突出导数概念的本质，逐步提炼出导数的

几何意义。微积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该主题单元教学中还

要重视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培育其形成顽强的学习毅力和

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思维品质。

教师可以采用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交流和探讨，在班级中开

展小组教学活动，指引学生自主学习与小组合作研究相结合，培

养学生在小组中学会互相交流、相互帮助，分组合作的能力，促

成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突出数学学科本质，展现数学学科

素养的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四、结语

伴随着新课改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地推进和实施，高中数学教

学也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重视主题单元教学

法，设计多元化教学方案，通过设定单元教学目标，明确授课方

向和重点教学内容，突出了数学学科的本质，展现出了数学学科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基本教学理念，从而有效提升了高中数学教学

质量和效率，进而为高效数学课堂的创建奠基下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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