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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下高中数学高效课堂实践研究
安胜运

（贵州省毕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贵州 毕节 553100）

摘要：随着新高考政策的逐渐实施，高中数学教师不仅要转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和理念，适应新高考政策，而且还需要以新高考政策

为指向，进行相应教学方法和策略的调整，旨在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他们的数学学

习自信，让学生更为勇敢地面对高考数学中的挑战，促进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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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高考政策下，部分高中数学教师用传统的高中数学授课

模式，即通过采用题海战术开展数学教学，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

让学生真正成为考试的机器，导致他们失去数学学习的热情。针

对这种状况，高中数学教师需要转变原有的方式，真正研究新高

考政策下的特点，结合个人在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

的调整，真正让高中数学教学更具有人性化，即尊重学生的学习

主观意愿以及增强数学教学的趣味性，让他们融入数学课堂，解

决数学问题，促进学生综合学习水平的提升，增强数学教学的高

效性。

一、新高考下的高中数学教学现状

（一）高中数学教学的现状

众所周知，高中数学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对学生的思维能

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采用中

华题库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于数学学习产生较为严重的抵

触心理，失去了数学学习的自信。针对这种状况，高中数学教

师需要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入手，设置相应的高中数学教学模式，

并真正尊重学生的主观意志，使他们获得数学学习的主动权，

让学生更为积极地投入到数学学习过程中，促进数学高效课堂

的构建。

（二）高中数学学生学习心理

在现阶段的高中数学教学过学习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数学

学习具有较强的抵触心理，他们宁肯放弃这门学科的学习，从他

其他学科上弥补相应的分数。这种方法明明显是错误的，也更容

易导致学生产生较强的畏难心理，不利于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和

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此外，学生的这种学习心理对于新高考背

景下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二、新高考下的高中数学教学策略

（一）转变应试教育观念

高中数学教师往往以提升学生的分数为教学的重点，而随着

高考政策的不断执行，高中数学教师需要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

真正以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知识储备能力为目标，

将学生打造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教

师需要转变原有的教育观念，真正意识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比如学生的知识储备以及思维能力，还包括学生的心理状态等的

重要性，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使他们

的思维能力获得提升，让学生真正适应现在的高考政策，增强学

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从而真正让教师正确的教学观念在数学教学

中发挥作用。

（二）转变原有的高中数学教学方式

为了适应新高考政策，高中数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优

化原有的教学方法，真正思考构建高校课堂的有效教学方式。比

如，针对一些较强抽象性的数学内容时，教师不要让学生死记硬

背，而要通过多种方式让抽象化的知识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示，使

学生通过更为直观的形式了解抽象性的数学知识，真正产生数学

学习的兴趣，并在不断地思考中，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理解能力，

促进学生良好学习意识的形成。具体而言，针对一些具有抽象性

的内容，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让抽象性的知识转化成学生

接受的场景，让学生真正在直观地理解中运用这些知识，促进学

生综合学习能力提升的同时，也让数学教学的方式更为多样化，

促进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

（三）进行高中数学教学反思

除了进行相应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外，高中数学教

师应注重对个人数学教学反思，真正找出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地弥补，促进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在

具体的反思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学生交流、与教师交流以及自我

反思等等，在此过程中获得数学教学能力的提升。

在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直观地表达数学学

习的感受，并结合学生的数学学习感受，反思个人在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调整，让学生获得良好的数学学习体验。在与教师同事之间的沟

通中，教师需要讲授个人在课程布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思路，并

让同事参与到个人教学思路的讨论中，真正让他们讲授个人在数

学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让同事介绍其他的数学教学方式，

促进学生数学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教学自我反思方面，高中

数学教师需要进行自我反思，了解个人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漏洞，并在深入地反思过程中真正意识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相

应的策略解决数学教学中的问题，增强高中数学教师的综合教学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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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高考下的高中数学教学例子

（一）数学教学生活化，增强学生思维迁移能力

在新高考政策的解读过程中，高中数学教师需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增强他们的思维迁移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高中数学教师可以采用生活化教学方法，即引入学最为接近学生

生活的场景，让他们在解决相应场景的问题过程中应用数学知识，

提升学生的数学知识迁移能力。

在进行集合这部分内容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为了培养学生对

交集概念的认知，提出如下问题：小明想统计班级中喜爱唱歌和

跳舞的人数。已知本班学生中一共有 20 名学生。但是在统计的过

程中发现统计了 23 位学生。已知喜欢唱歌的人数为 15，喜欢跳舞

的人数 8. 问题是为什么多出来了三个人？请运用集合交集的知识

进行解答。为了让学生的思考更具有方向性，教师让学生画图思考。

通过和学生的交流以及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师发现大部分

学生可以通过画图的方式推断出：这三个学生同时喜欢唱歌、舞蹈。

这三个学生也是整个学生中的交集部分。通过采用这种生活化的

问题，教师让学生真正在解决生活化问题的过程中运用数学知识，

提升他们的思维迁移能力，真正让学生感受到基础知识学习的乐

趣，让他们树立数学学习的自信。

（二）转变教学角色定位，促进协作性高效课堂的构建

在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需要转变原有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

真正成为数学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成为学生解决问题的引导者，

让学生真正成为解决数学问题的主力，使他们在数学问题的解决

过程中相互协作，相互帮助，真正实现问题的解决，促进学生数

学学习能力的提升。在具体的执行中，教师可以采用合作教学的

方式，让学生结合个人的优势，找到适合个人的学习位置，并彼

此之间相互协作，促进共同问题的解决，促进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

以直线与平面垂直的条件为例，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直线与

平面垂直的条件，教师引入合作教学模式，并为每一位学生设置

好相应的角色，使他们真正在彼此配合相互帮助的过程中掌握直

线与平面垂直的条件，促进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在实

际的执行过程中，教师将学生进行分组，并遵循学生的主观意愿

以及相应的分组原则，让小组的划分更具有科学性。在此之后，

教师设置相应的问题：一条直线垂直于平面内的无数条直线，则

说明该条直线与图形面垂直。请说明其中的原因并介绍相应的论

证步骤。与此同时，在大部分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教师观察他

们的学习状况，并结合每个小组学生的表现进行相应的指导，真

正协助学生，让他们相互配合，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在此，教

师展示一位学生的思考成果：学生一说：“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

是这个结论并不成立。因为一条直线与平面内的无数条直线平行，

并不能说明这条直线和该平面垂直。以现在的这个桌面为例，我

把笔放在和桌面边缘垂直的位置，但保证这条直线不能与整个平

面垂直。请注意，我可以利用平行性质证明在此平面内有无数条

直线与该平面垂直。但是显而易见，这支笔并没有与该平面垂直！”

教师结合学生的讨论结果，引申出异面垂直的概念。通过采用合

作教学的方式，教师让他们成为数学的主角，让他们在解决、探

究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数学的亲和力，增强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促进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成功构建。

（三）采用实验教学法，增强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

众所周知，高考的热门题目是统计。为了培养学生的统计能力，

教师可以由浅入深地开展相应的数学实验，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记录、分析、统计数据，真正让他们获得数据综合分析能力的提

升。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授课中，教师会设置一些相对简单的统

计学问题，让学生进行实验，并鼓励他们记录、分析实验的数据，

促进学生数据解读能力的提升。

教师以概率教学为例，引入如下的问题：某商场举行大型的

猜奖活动。假如消费者猜对硬币的朝向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品。具

体的游戏规则为：机器会随机抛掷两枚硬币，并给出三个选项，

让消费者进行选择。选项为：两枚硬币均正面朝上、两枚硬币均

反面朝上、两枚硬币的方向不同。小明发现一位叔叔获得的奖品

最多，而他选择的答案是两枚硬币方向不同，在上述情景展示结

束后，教师让学生分析为什么两枚硬币出现不同面的概率最大？

请运用实验的方式去证明。在此之后，教师让学生进行试验并记

录每次抛掷两枚硬币出现正反面的数据，分析数据呈现的规律。

在大部分学生研究结束后，教师让学生发表个人的看法。一位学

生说：我发现第三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最大的原因。因为两枚硬

币抛出，一共会出现 4种情况：两面是正、两面是反、一正一反、

一反一正。第三种可能性概率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两面不同向包括

了后两种可能，即占到整个可能性概率的 50%。通过采用这种实

验教学的方式，教师让学生在独立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数学规律，

增强他们的数据统计能力，让学生更为扎实地掌握相应的数学知

识。

总而言之，在新高考政策下开展高中数学教学，教师除了要

利用相应的政策指引外，更应结合数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灵

活地开展各种教学方式授课，真正发挥学生在数学课堂的主体性，

让他们在探究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思维能力的提升，夯实他们

的数学基础知识，让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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