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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艺术的交融
——基于概念图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探索

陈高文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宁师中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800

【摘　要】数学与艺术的交融不仅体现于几何美学、对称性和和谐性，还广泛应用于音乐、建筑与绘画之中。高中数

学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强调整体性、关联性与系统性的教学模式，为数学与艺术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概念图作为

一种可视化工具，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建构。本文在数学与艺术交融的视角下，探讨基于概念图的高中

数学大单元教学模式，分析其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及教学价值。期望文章能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且富有启发性的数学学习

体验，同时也为未来跨学科教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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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与艺术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数学的抽象逻辑与艺术

的形象表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交融。高中数学大单元教

学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强调数学知识的整体性、关联性

和系统性。而概念图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能够有效促进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构建。本文在数学与艺术交融的

视角下，探讨基于概念图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模式，分

析其理论基础、实践路径以及实施效果。

1　数学与艺术的交融

数学与艺术的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几何图形的美学

价值、数学中的对称性与和谐美，以及数学在音乐、建筑

和绘画中的应用。数学中的黄金比例、分形几何等概念被

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之中，体现了数学在艺术中的美学价

值。在教学中引入艺术元素，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数学知识更加直观、生动[1]。数学与艺术的融合不仅体现

在视觉艺术中，还广泛涉及音乐与建筑。如巴赫的赋格曲

运用了数学中的对称与变换原理，展现了数学结构的严谨

与音乐美感的完美结合。在建筑设计中，数学为比例、对

称与空间构造提供了精确的理论支持，如哥特式教堂、伊

斯兰几何图案等均展现出数学之美。分形几何作为数学与

艺术交融的重要领域，在绘画、计算机艺术和自然景观模

拟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数学教学中，引入艺术元素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数学知识更加直观和

生动。在教授几何学时，教师可以通过绘画、雕塑等艺术

形式来展示数学概念，使学生在感受艺术美的同时掌握数

学知识。学生通过绘制几何图形的艺术作品，可以直观地

理解几何定理和性质。同时将数学概念与音乐、绘图设计

相结合，能够让学生在跨学科的探索中体会到数学的广泛

应用和独特魅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数学

素养，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

2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

2.1　大单元教学的内涵

大单元教学是一种基于知识网络的教学方式，强调知识

体系的整体性，打破传统学科章节界限，使学生能够建立

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大单元教学

更加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培养学生的数

学思维。在这一过程中，数学与艺术的交融为教学提供了

更广阔的视角，使学生能够在美学感知中深化对数学概念

的理解。

在大单元教学模式下，数学教学不再局限于孤立的知识

点，而是强调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通过整合相关概念，帮

助学生建立系统性的数学思维[2]。例如在学习函数时，不

仅要掌握其基本定义和运算规则，还需要结合几何、代数

等知识，理解其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应用价值。特别是，

函数在艺术中的应用，如几何构图、对称美学、曲线设计

等，都为学生提供了直观的感性体验，使数学知识的学习

更加生动。数学与艺术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内容整合上，也

反映在教学方式上。在讲授空间几何时，可以引入建筑艺

术中的经典案例，如哥特式建筑的尖拱结构、伊斯兰艺术

中的对称图案等，引导学生从美学角度理解几何概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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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学生不仅能掌握数学理论，还能感受到数学在现实世

界中的独特魅力。

2.2　大单元教学的理论依据

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

知负荷理论以及数学核心素养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

为，学习者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学应促进学生在已有

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整合。在大单元教学模式下，教师应当

创造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索的环境，使其通过观察、思考、

推理等方式建构数学知识。例如，在学习三角函数时，可

以让学生分析音乐中的正弦波、绘画中的透视关系等，引

导其主动探究数学与艺术的内在联系。认知负荷理论指

出，合理的教学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学生的认知负荷，提高

学习效率[3]。大单元教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避

免碎片化知识的无序堆积，使学生的认知资源更集中于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如在学习解析几何时，可以通过动态

几何软件展示不同曲线的变化过程，使抽象的数学概念更

加直观，从而降低学习难度。数学核心素养理论则强调数

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要求教学从碎片化知识向整体性知识

转变。大单元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还

要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

力。在这一过程中数学与艺术的结合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

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

通过这些方式，大单元教学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

核心素养，还能培养他们的跨学科综合能力。

3　概念图在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的应用

概念图是一种基于图形的知识表达方式，通过节点和连

线构建知识结构，直观地展示知识间的联系。其主要特点

包括层级结构清晰，能够体现知识的层次性；关联性强，

有助于学生构建知识网络；直观性突出，降低数学学习的

抽象性。在大单元教学中，概念图能够帮助学生梳理知识

框架，明确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提高数学思维的整体性。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概念图进行知识导入、过程

教学与总结反思。例如，在“函数”单元的教学中，可以

构建函数的知识网络，将函数的概念、性质、图像、应用

等内容进行整合。为了强化数学与艺术的交融，可以结合

艺术作品中的函数图像，如波浪曲线、螺旋曲线、对称构

图等，引导学生通过视觉体验理解数学概念。且概念图可

以用于设计问题驱动式学习活动。例如，在讲授解析几何

中的椭圆时，可以让学生通过概念图梳理椭圆的方程、几

何性质以及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如椭圆镜面、椭圆拱门

等[4]。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激发其

创造力和审美能力。

概念图的应用还可以优化信息呈现方式，减少无关认

知负荷，使学生的认知资源更集中于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如在教学概率统计时，可以通过概念图展示数据处理的流

程，使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统计分析的逻辑关系。此外，

结合数学核心素养理论，概念图能够帮助学生在复杂的问

题情境中提取关键信息，提高其数学建模和逻辑推理能

力。可见在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概念图不仅是一种有

效的教学工具，还能促进数学与艺术的交融，使学生在学

习数学的同时，感受到数学的美学价值。这种跨学科的教

学方式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也能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5]。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数学与艺术的交融，并基于概念图探讨高中

数学大单元教学的可行性。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分析，概念

图能够有效支持大单元教学，提高数学学习的整体性。未

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数学单元的概念图构建策略，

以及如何更好地将数学与艺术相结合，促进学生综合素养

的全面提升。通过持续的研究与实践，教师可以不断优化

教学方法，为学生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让他

们在探索数学奥秘的同时，也能领略到艺术之美，从而培

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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