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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核心素养理念下的高中数学教学设想探究 
◆卓玛央吉 

（西藏日喀则市拉孜高级中学） 

 
摘要：21 世纪，我国确定了“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指导

思想，强调以课程为载体落实指导思想，进而以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为突

破，探索、积累经验，逐步推广。“以素养立意课程体系”主要是将培养、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识）、学科核心素养作为课程基本目标，根据每

一个学科的特点，把三维目标通过每一个学科的核心素养加以落实，把

课程总目标与学科教育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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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当前国际教育研究的热点，也是中国新一轮课程

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随着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发布和
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核心素养成为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关键
词，教材和教学都应当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纲。高中数学培
优活动也需要围绕着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不断改进。在此我核
心素养理念下的高中数学教学思想探究阐述几点： 

一、对核心素养与数学核心素养的认识 
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以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为基础，然后才能

实现多学科核心素养的融会整合，形成个体的综合核心素养。数
学核心素养是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人的关键能力与思维品质。数学核心素养内涵，不能单
一地从数学层面进行分析，而是要进行跨学科、多角度审视。数
学核心素养是数学基本特点的最终体现，同时也能基于核心素养
人需要具备的数学核心素养来合理地进行分析和指导。数学学科
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学校课程中的重要学科，数学核心素
养是未来合格公民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学科素养，也理
应成为综合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成分。 

二、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数学学习，应关注以下环节 
1.视野—见识 
学习数学需要有开阔视野，了解数学的历史，了解数学的发

展，了解数学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在美国科学委员会写给美国总
统的咨询报告中特别强调：“高科技本质上是数学技术”；了解数
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评估报告认为，数学
研究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约占英国所有工作岗位的 10％和 GDP 增
加值总额的 16％。对优秀学生，教师应引导他们不满足学到数
学知识，得到好成绩，还需要好的见识。见识比知识更重要。 

2.做题=数学学习？会学—自主 
以做题取代数学学习，这是数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通过做

题巩固学习内容，这是学习数学的重要环节，但仅靠做题有很大
的局限性。学习数学也需要理解数学概念、定理、应用，需要理
解不同内容之间的联系。做题与做数学是有区别的。做数学，首
先要选择问题，进而猜想结论，确定条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做题，完全不同，条件和结论是确定的，方法也是学习过的，在
锻炼数学素养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3.积极参与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 
数学建模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数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

题，用数学知识与方法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的过程。数学探究是围
绕某个具体数学问题，开展自主探究、合作研究，并最终解决数
学问题的过程。它们是高中阶段数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数学建
模活动”和“数学探究活动”主要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开展。课题
研究过程包括选题、开题、做题、结题四个环节，这是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让他们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 

4.会交流 
在数学学习为主的阶段，交流很重要。听一遍不如看一遍，

看一遍不如讲一遍，讲一遍不如写一遍，很有道理。大学研究生
授课的主要方式是让学生报告，导师很容易从报告的过程中判断
是否真懂，希望中学教师和学生也能借鉴这种方法——交流。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评价是落实的重要措施，尤其是高考评
价。如果高考试题、考试等形式不进行改变，这次改革就很难落
实。当然，也应循序渐进。数学课标修订组下专门成立了“基于

数学核心素养考试命题研究组”，研究需要改进的命题要素和形
式。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培优教学成效 
1.从重知识学习到重思维素养培养的转变。加强数学思想方

法的渗透，重视思维方法，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数学思维与哲学
思想的融合是学好数学的高层次要求。在培训数学尖子生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把握好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良好契机，有目的地结
合数学知识和数学问题，恰到好处地提出问题背景，提供数学思
想素材，反复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融入思维活动中，不断在“问
题解决”中得到深化，从而进一步提高数学尖子生的数学素养。 

2.从题海战术到能力培养的转变。学习数学必须加强练习巩
固但练习时间要适时，内容要精选，培养数学尖子生，要高标准、
严要求、高质量；注重培养思考钻研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根据
数学尖子生的学习水平，提供一些必要的课外学习资料，帮他们
制定一定的学习计划。 在学习方法上给予必要的指导，特别是
引导他们学会比较、 归纳、 总结，做好知识积累与解题方法积
累，在解题中能够理解每一道题的解题思路，方法技巧，所用考
点，学会联想、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要培养独创精神，鼓
励求异思维。 

3.从一言堂到群学屋的转变。努力改变课堂教学方式，教师
和学生的关系由“控制”“对立”走向“交流”“对话”，在课堂
教学中，要民主化，要接纳来自学生的不同见解，倾听不同的声
音，让学生在课堂中真正地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课堂教
学中要相信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就能主动探究，
就会重视“过程的学习”.让学生不要做课堂上的“看客”，要做
课堂的参与者.课堂上让学生一定要敢于发言的机会，不要怕他
们的发言打乱你的课堂教学，他们的发言对别的同学是一种启
发，让学生能获得成就感，能与众不同，引导学生一步步地进入
数学王国，只有这样才能将枯燥的数学课堂生动化，化被动学习
变为主动学习；也只有在学生的积极参与的前提下，课堂效益才
能达到最大化。 

总之，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优秀人才，富有数学天赋的优等
生并不能自发出现，不管他们有多智慧，多好学，都不可能无师
自通，都需要老师认真钻研教学，潜下心来教学，对这些尖子生
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进行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