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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拓展式教学策略研究
王亮亮

（华池县第一中学，甘肃 庆阳 745600）

摘要：当前，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存在两种现象：部分教师过于依赖教材，以教材为主，不敢过于延伸，导致学生能力达不到新课标

的要求；另一种现象是教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以各类教辅资料为主，对教材知识点和习题较快带过，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实际的教学效果却不佳。因此，如何把握好教材，基于教材对课程内容合理拓展，是数学教师要继续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高中数

学拓展式教学展开探究，以期为推动高中数学教学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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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进度，往往将数学探

究活动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更不会拓展课程内容。但是近

年高考数学题目，增强了开放性和探究性，更加注重对思辨能力

的考察；在这种教学环境下，教师必须要对教材内容进行一定的

拓展。数学教学主要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核心在于培养学生

的数学素养和思维品质。为了做好拓展式教学，教师必须对知识

点和教材习题进行更深人的拓展，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意识，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另一

方面，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让学生在变式过程中，观察、分析、

比较，从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思维产生质的飞跃。

一、高中数学拓展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素质教育理念推动高中数学模式进行了重大变革，使得教师

更加注重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在素质教育理念下，归还教育主

体使得高中数学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还是过于依赖教材，在拓展性知识的教学方面仍存在一些问

题，制约了高中数学教学工作的发展。

（一）教材未突 出知识拓展模块

尽管高中教材经过精心修改、更新，内容已经能够满足学生

绝大部分的学习需求。但是，教学中的知识拓展模块内容较少，

课程标准也未将拓展模块的知识内容作为教学重点。另外，在高

考压力下，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成绩，而拓展性知识对数学高考

的作用不大，所以教师为了保证高考成绩，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性

地忽略知识拓展，不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延伸。

（二）拓展式教学方法有待发展

部分教师意识到了拓展性知识内容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对拓展式教学的研究不深，所以无法采用正确的教学方

法，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低。同时，由于拓展性知识内容在考试

中并不直接体现，学生认为拓展性知识没有太大的作用，学习积

极性较低。

（三）对思维能力培养作用有限

拓展式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

他们的创造能力。但是，当前高中数学教学的拓展性知识内容有限，

可供学生拓展的教学素材太少，或者与高中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

匹配，或者与高中生的实际生活联系比较远，无法起到培养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

二、高中数学拓展式教学的策略

（一）挖掘教材内涵，适度拓展外延

高中数学课本中的例题都是经过反复研究、悉心雕琢的，

是数学教学克参考的重要资料，数学教材中的例题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每一道数学例题都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体现了典

型的解题方法。只有充分利用数学例题，深挖例题中的思想内涵，

才能创造性地提高数学教学效果。把握好例题的内涵，拓展延伸，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品

质。

案例１：点Ｍ（x，y）与定点 F（５，０）的距离和它到直

线 l ＝￥的距离的比是常数 1.25，求点Ｍ的轨迹。

这道题目的实质是“平面上一点到一个定点的距离和它到一

条定直线的距离之比是常数”，基于题目的已知条件，可以确定

一个椭圆或者一个双曲线的轨迹方程式，而这一规律与椭圆和双

曲线的定义有一定区别，那么该题是否为椭圆和双曲线的轨迹方

程式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呢？教师可以基于本题引导学生进行

拓展。例如，教师可以做如下变式：变式若点Ｍ（x，y）到一定

点Ｆ的距离和它到一条定直线Ｚ的距离之比是常数ｅ，猜想点Ｍ

的运动轨迹。

这种拓展基于教材典型例题，但是又引导学生探究了教材外

的知识和规律，使得数学学习活动变成一个不断发现的活动。久

而久之，学生的逻辑思维被激活，探究数学知识的兴趣也提高了，

能够厘清三种曲线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规律，提高了学生的现有认

知水平。

（二）拓展数学经典故事，培养数学思想

高中数学知识具有一定难度，其逻辑性很强，因此，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常常通过高中数学成绩显示出来。高中数学体现出

比较明显的数学思想，一些学生没有养成正确的数学思想，进而

在面对问题时无从下手，导致数学学习能力较弱，进而产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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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甚至丧失数学学习动力。而数学思想在数学家的成长故事、

数学发展史中有所体现，教师可以应用数学中的人文故事，向学

生渗透数学思想。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数学故

事及其背后体现出的数学思想，以数学故事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想，使他们掌握一些重要的数学思想，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正确运

用数学思想。总之，拓展数学故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使他们不知不觉积累比较多的数学思想。

例如，高中数学的数列题目比较复杂，很多学生总是找不到

数列题目的有效解题思路，而数列部分的知识又是高中数学的重

点内容，是高考的重点。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给

学生拓展一些关于数列的数学故事，让学生通过数学故事发现数

列部分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比如，数学家高斯在少年时期就

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数学才能。一日，教师布置了一道连加题目，

从 1 一直加到 100，计算这一百个数的和。班上大部分学生都是

直接进行加法运算，只有高斯通过观察、思考，找到了数与数之

间的规律。他发现 1+100=101，2+99=101，3+98=101……按此算法，

这个连加式子一共出现了 50 次 101，因此，计算结果可以拿上得

出。通过这样一个数学故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列是有

规律可循的，对于加法数列，我们可以试着将不同的项进行组合，

找到计算规律，使学生不断养成严谨的思维逻辑。用数学故事讲

述数学思想的方式，比单一的说教方式更能启发学生，帮助学生

形成严谨的数学思维。

（三）拓展易错题目，探究知识内在规律

学习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不断总结错误，有效反思，是

提高数学学习效果的重要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错误很常见，

出错并非不可原谅，关键在于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教训。学习的过

程就是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也可能发

现不同的风景。有效的数学教学是引导学生分析错因，探索内在

规律，把握本质，避免再次出现错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提炼

出一般经验，为后续学习和探索提供经验参考。这种反思性的教

学方式为学生剖析错误知识点、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培养学生抓住问题本质的习惯。因此，在拓展式教学模式下，教

师可以基于错题展开拓展，让学生探究知识的内在规律，总结错

误原因，进而优化认知结构，避免出现同类错误。

例如，在函数定义域问题上，对于一些存在存在绝对值的函

数的单调性，学生常常弄反。教师可以拓展此类题目，让学生在

拓展性题目中彻底掌握含绝对值的函数的单调性判断问题。错误

与真理相伴，学习过程就是不断推翻错误结论、收获真理的过程。

数学错误是一种特殊的学习资源，利用好错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教师可以在错题的基础上适度拓展，让学生突破思维障碍。

在基于错题展开拓展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全盘否定学生的逻辑，

而是要通过拓展，激活其思维，使他们自发纠正错误逻辑，提高

思维品质。

（四）基于实际生活拓展教学内容

教师还可以结合生活实践拓展数学知识，将生活中具体直观

的实例引入课堂，让学生通过探究生活规律和现象来学习数学知

识。例如，在高一数学中，初次学习函数概念时，学生会发现函

数概念非常抽象，不理解函数中各项数据的对应规律。此时，教

师就可以拓展生活案例，让学生探究实际的教学情境。

比如，教师可以拓展学校食堂就餐人数与食堂营业额之间的

函数关系。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食堂调研数据，将数据进行整理，

寻找各项数据之间的规律。在这个生活案例中，教师可以结合初

中的函数知识，让学生用函数的三种表示法解析法、列表法和图

像法表示这个案例中就餐人数与食堂营业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完

成案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函数的特征，分析函数

变量之间的关系，概括、提炼用集合与对应的语言和函数的概念，

领悟函数就是从一个数集到另一个数集的单值对应。这种拓展注

重知识和实际生活的结合，让学生感悟数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最终回归生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抽象概括

能力。

三、结语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材是基础，给教学实施提供了参考。

教材内容都是精华，但是如果教学受限于教材内容，不利于学生

发展创新能力，也不利于学生锻炼逻辑思维。教材具有简约化、

重点突出的特点，很多重要知识点并没有有效展开，一些重要的

数学思想、解题方法未进行详细阐述。因此，如果依赖教材，不

进行课外拓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发展会受到限制。如果教师要拓

展课程内容，首先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深入解读，以教材为基

进行课堂拓展。由此，数学教学既可以突出重点，又能有效拓宽

学生的学习范围与知识视野，提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大量的教学

实践活动表明，拓展式教学对于高中数学教学发展具有突出效果。

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基于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教材内容进行

课程内容的拓展。这样学生可以在探索课外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强

化创新能力和数学逻辑思维，充分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进而

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数学学习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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