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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中数学教学思路研究
——以人教版必修四《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教学为例

石　烨

（商洛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在“关注学生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教育改革趋势的影响下，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课堂教学。高中数

学课堂中渗透核心素养的教学思路为：解读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标；分析数学教材，构建教学体系；了解学生数学基础，设计教

学策略。本文将对此展开研究，以期为各位同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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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够

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所必备的关键知识、能力和品格。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使不同学科特有的教育价值真

正得到落实。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

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及数据分析等六个方面，体现了数学学科的

本质特征，是研究和学习数学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在高中数

学教学中，不同的教学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核心素养，表现出不同

的教育价值。本文以人教版必修四《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第一

课时教学为例，探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中数学教学思路。

一、解读数学课程标准，明确蕴含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课程标准是规定学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国家管理和评

价各门课程的基础。《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

下简称“数学课标”）强调了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明确了核心素养教学目标。以必修课程《三角函数》单元为例，

数学课标规定的教学内容能够体现引导学生感悟数学抽象的层次

性，理解数学抽象的本质；体现培养学生直观想象与数学运算的

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体现探究教学对培养学生逻辑推理的数学

思维方式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体现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

实践价值；体现培养学生“数学建模意识与创新意识”的有效路径。

由此可见，数学课标通过结合具体数学教学内容，分析数学学科

的本质，对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描述，

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策略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基于数学课标的具体要求，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一条有

效路径就是将具体化的教学目标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如，“三角

函数的诱导公式”教学目标主要是探讨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而

探讨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需要以函数概念与单位圆相关知识为基

础。从本学段高中数学教学的内容来看，学生之前学到的三角函

数知识比较有限，对三角函数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表层理解，对三

角函数的概念、图像、性质、诱导公式主要靠机械记忆，而函数

内容又比较抽象，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缺少联系，因此，学生的数

学抽象与概括能力需进一步增强。那么应该如何帮助学生认识三

角函数呢？本节课第一课时“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要让学生了

解数学探究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善于发现，二是大胆猜想。

结合对数学课标和学情的分析，本课时的教学内容对发展学

生数学核心素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渗透数形结合、化归等数学思

想；发展抽象概括与理性推理的数学思维；树立善于思考与严谨

求实的学习意识等方面。由此设计“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具体

的教学目标：第一，通过观察、想象、探究及归纳等方法总结三

角函数的诱导公式，建立树形结合的数学思想，体验抽象、概括

与推理的数学思维；第二，通过探究三角函数诱导公式的过程，

了解直观想象与逻辑推理的重要性，树立善于思考、勇于探究的

学习精神。

二、分析数学教材，构建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体系

构建以数学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体系，是体现核心素养目

标的有力支撑。如在“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的教学中，教学环

节需要紧紧围绕“单位圆的对称性”，以核心素养目标引导整个

教学过程。如表 1，构建以数学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体系，首先，

明确知识线索，对知识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其次，结合学生认知

发展规律及思维特点，设计具有层次性的问题串；再次，根据问

题设计教学活动，根据核心素养的要求填充教学活动；最后，总

结主体知识，提炼探究问题的方法。

三、了解学生数学基础，设计不同核心素养内涵的教学策略

（一）通过问题情境创设与引导探究，树立数学抽象的思维

意识

数学抽象是数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的思维方式，

是数学核心素养的学科特征。对高中生而言，数学抽象的思维，

主要体现在能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概念，能从实际问题的解

决过程中抽象出数学方法，逐渐形成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数学抽象思维意识，可以通

过创设具体的问题情境，以及对已学习过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探究、合作等方法，理解数学知识的

本质。在“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在坐标系

中给出不同的角，如 390 、 420 、 540 、 810 ，设问：“你是

否能求出这些角的正弦值与余弦值？你是否能借助 0 360−  角的

三角函数值求解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由此引出本节课的探究

主题，从而确定从具体描述到抽象概括的思维路径。在带领学生

探究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教师通过动画设计，

呈现角的终边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设计一些能够让学生通过

共同体验完成的探究问题。学生的探究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借助

几何画板演示动画，以此来检验学生的探究结果，并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大胆猜想。如“对于任意角α ， sinα 与 sin( )π α− 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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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何？”学生通过探究及归纳，自然会得出 sin( ) sinπ α α− = 。

教师通过展示并分析“角与角的关系→角的终边对称关系→角的

终边点的坐标关系→三角函数值之间的关系”的路线图，进一步

引导学生得出 cos( ) cosπ α α− = − ， tan( ) tanπ α α− = − 。这是两

个角的终边关于 y 轴对称的三角函数关系，那么两个角的终边关

于 x 轴和原点对称有什么结论？带着这些问题，师生展开大胆猜

想，通过分组合作，探究出其余两组诱导公式，并运用公式求解

相关的三角函数值。在此，学生建立起了对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的本质认识，也体验了从具体描述到抽象概括的思维路径，能够

初步建立起数学抽象的思维。

（二）通过数学问题串设计，发展逻辑推理的数学思维

数学的另一特征就是严谨的逻辑性，主要表现在数学推理的

逻辑性上。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通过帮助学生把握不同事物

之间的关联，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引导学生有逻辑地思考问题，

逐渐增强理性思维品质。

在三角函数诱导公式的推导过程中，教师主要是通过设置层

层递进的问题串启迪学生进行猜想，从而发展逻辑推理的思维方

式。比如 390 、 420 、 540 、 810 角的正弦与余弦值是多少？

怎样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师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发更进一步

的追问，即怎样将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求值问题转化为 0 360−  角

的三角函数求值问题？ sin150 与 sin 30 的值的关系如何？对于

任 意 角 α ， sinα 与 sin( )π α− 的 关 系 如 何？ 由 此 得 出 公 式

sin( ) sinπ α α− =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推

理过程，并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进一步推理得出诱导公式，并

运用诱导公式解决相关的三角函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用

归纳、类比的方法，能够发现两个任意角的终边关于 x 轴、 y 轴

以及原点对称的关系，得出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并会通过演绎

推理求解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由此培育学生逻辑推理的数学思

维。

（三）通过建立数与形的联系，培养直观想象的数学素养

直观想象的素养的培养需要学习者借助图形分析对象，通过

形与数的结合理解相关问题，从而构建直观模型去探究解决问题

的思路。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通过渗透数形结合思想、借助

几何图形与空间想象帮助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这一节教学内容充分渗透着直观想

象的数学素养，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数与形的联系，

帮助学生在观察、类比、探究等活动中得出一些的重要的数学结论，

让学生体会到观察、类比、探究的重要价值。例如，教师通过几

何画板动态演示任意角的终边变化过程，让学生体验数与形的联

系，感受单位圆在三角函数诱导公式的推导过程中的重要性，进

而学会研究三角函数性质的一般方法。基于此，教师引导学生通

过观察、想象，并借助单位圆对称性的几何直观得出三角函数的

诱导公式。在单位圆中，角 α 的终边绕点 O 旋转 π 以后得到角

π α+ 的终边，与圆的交点关于原点 O 成中心对称，即 'x x= − ，

'y y= − ； 进 一 步 由 三 角 函 数 的 定 义 得 出 三 角 函 数 值， 即

sin yα = ， cos xα = ， tan y
x

α = ； sin( ) yπ α+ = − ，

cos( ) xπ α+ = − ， tan( ) y
x

π α+ = . 从而得出 sin( ) sinπ α α+ = − ，

cos( ) cosπ α α+ = − ， tan( ) tanπ α α+ = 。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通过结合这种教学情境，带领学生在挖掘数学问题的本质与

数学结论的现实背景时，让学生体会数学结论所蕴含的重要思想，

从而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数形结合的思想，培养直观想象的数学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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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教学结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