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2 期·2024 年 02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iptm.v3i2.16114

Analysi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Concept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Zhenhao Huang
Zijin Middle School in Guangdong Province, Heyuan, Guangdong, 5174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educators. 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integration 
concept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closely combin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students and 
evalu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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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高中数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教、
学、评一体化理念作为一种新型教育观念，将教学活动中的三个要素（教师、学生、评价）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教学效
果，为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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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论文对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高中数学教学策

略进行探讨，以期为高中数学教学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2.1�内涵
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强调教学活动中的三个环节（教

学、学习、评价）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首先，教学环节的融合体现在教师的角色转变上。教师不再

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更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在教学中，教师需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灵活的教学策略和

方法，促进学生深入参与学习活动，激发其自主学习的潜能。

其次，学习环节的一体化强调学生主体性和个性差异。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者和学习主

体，具体体现在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设计、因材施教的教学方

式选择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技能的培养上，学生在这一环节中

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者，更是能力的构建者。最后，评价环

节的一体化要求评价与教学和学习过程同步进行。评价不再

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简单度量，而是更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

的全程把握，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项目评价、自我评

价、同伴评价等，从而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为进一步

调整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总体而言，教、学、评一体化理念构建了一个教学生

态系统，使得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不再孤立存在，而是相互

贯通、相互促进。在这一整体性理念下，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更为动态，评价更为全面，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的学生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教育模式。

2.2�价值
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在教育领域具有显著的价值，

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教学

与评价的有机结合，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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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通过深度融合教学和评价，教

师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准确把握教

学效果。基于评价结果，教师能够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调

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设计，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 

②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突出了

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激发学生的

兴趣点和学科热情。评价作为一项持续性的过程，通过对学

生学习成果的及时反馈，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究欲望，培养

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动力。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学、评一体化理念注重评价的全面性，强调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在评价体系的引导下，教师更加注重学生

的多元能力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探究、合作的机会。

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团队协作能力，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④有利于教育体制的优化与创

新。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促使教育体制从传统的重视考试

结果向更加注重全面素质发展的方向转变。评价作为课程改

革和教学优化的有力工具，有助于推动教育体制的变革，构

建更加灵活、创新的教育模式，逐步实现教育目标的科学化、

个性化。

3�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高中数学教
学策略

3.1�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3.1.1 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其在探索中构建数

学知识，教师在课堂中应巧妙引导学生通过启发式方法，通

过提供相关问题、情境或挑战，激发学生思考和发现解决问

题的途径。例如，在空间几何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

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索。如可向

学生提问：“在给定的三维空间中，如何确定一个多面体的

表面积和体积？”通过这个问题，学生被激发去思考多面体

的性质和特点，从而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教师

还可以通过情境设置，营造一个真实而有趣的学习环境。比

如，在讨论空间几何体时，可以引入建筑设计、工程规划等

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使学习更具实际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在启发式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是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过

程，教师应该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资源，包括教材、多媒体

资料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信息。通过引导学生提出问

题、探讨解决方案，教师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

其在学习中更具探索精神。

3.1.2 趣味教学法
趣味教学法强调在数学教学中引入富有趣味性的元素，

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内

容、游戏化设计或数学趣味竞赛等方式，激发学生学数学的

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于消除学生对数学学科的畏难情绪，

提升他们的学科参与度和投入度。例如，在学习“抛物线”

这一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富有创意的教学内容，

使学生在学习抛物线的过程中感受到数学的美妙之处。如，

可以通过运动轨迹、建筑设计等生活中实际案例，引导学生

深入了解抛物线的实际应用，这样的趣味内容能够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使他们更主动地投入学科学习中。其次，采用游

戏化设计。教师可以结合抛物线这一概念设计各种数学游

戏，使学生在娱乐中体会数学的趣味 [1]。如，通过模拟抛物

线运动的小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领悟抛物线的数学规律，

达到轻松愉悦的学习状态。另外，定期组织数学趣味竞赛。

通过组织抛物线相关的竞赛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求知欲望，例如，组织学生进行抛物线方程推导比赛或者

数学建模比赛，让学生在竞赛中挑战自我，提升数学解题的

能力。

3.1.3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致力于将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入具体的实际问题和案

例，学生在项目式学习和实践性任务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际技能。例如，在学习“概率”这一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

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展示其应用：考虑一个掷骰子的情境，通

过统计每个点数出现的频率。这种直观的实践体验学生可以

初步了解概率的概念，建立对概率的直观认识，为进一步深

入学习打下基础。其次，开展项目式学习是实践性教学中的

有效手段。以概率为核心，设计项目任务，要求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例如，可以设计一个模拟赌场游戏的

项目，让学生分析各种赌局的胜率和输赢概率，通过计算和

模拟实验来验证理论概率与实际结果的一致性，通过这样的

项目，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概率的运用，并培养他们在实际情

境中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再者，在实践性任务中引入真实

案例。以概率为例，可以选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如天

气预测、股票涨跌等，让学生通过收集数据、分析趋势，运

用概率模型进行预测，这样的任务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数据

分析能力，同时使他们认识到概率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

和应用。

3.2�注重学习的个性化设计
因为学生个体差异较大，所以教师应该根据高中学生

的数学水平、学习风格和兴趣爱好等因素，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和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其中个性化教学

可以通过灵活的分层教学、任务驱动型学习等方式来实施，

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1 分层教学
个性化设计是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有效途径之一，而

分层教学作为一种个性化设计的手段，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显

得尤为重要。分层教学的核心理念在于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

和能力差异，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为每个层次设计相

应的教学内容和任务，在三角函数的教学中，分层教学的实

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知识点的引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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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中生来说，三角函数是一个相对抽象和复杂的概念。

教师面向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通过将其分为初步层、中级层

和高级层三个层级。其中对于初步层学生，可以侧重介绍基

本的三角函数定义、常用公式和基本图像，帮助学生建立起

对三角函数的基本认识；对于中级层，可以深入探讨三角函

数的性质、图像变换以及与其他数学概念的关系，为学生提

供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高级层，可以引入更为抽象和高阶

的概念，如三角函数的导数和积分，以满足高水平学生的学

习需求。其次，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教师可以灵活运用不

同的教学策略，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 [2]。

对于初步层的学生，可以采用直观的图像展示和实际生活中

的例子，帮助他们建立直观的概念；对于中级层的学生，可

以引入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和实际应用，激发他们的兴趣并培

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高级层的学生，则可以进行更为抽

象和理论性的探讨，促使他们深入思考并形成独立见解。

3.2.2 任务驱动型学习
在高中数学学习中，任务驱动型学习是一种强调学生

通过完成具体任务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模式。以“函数

模型及其应用”为例，教学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现实世界

中的现象和问题，提出需要用函数模型来解决的实际任务。

例如，通过分析某商品的销售数据，学生可以面临一个任务：

建立一个函数模型，预测未来几个月的销售量，这一任务要

求学生不仅理解函数的基本概念，还需要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其次，设计分阶段的任务。对于“函数模型及其

应用”的学习，教师可以将教学划分为建模、求解、分析等

阶段，每个阶段都设定相应的任务。例如，在建模阶段，学

生的任务是选择适当的函数模型，明确变量和参数的含义；

在求解阶段，学生需要运用微积分等数学工具解决问题。通

过逐步深入的任务设置，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函数模型的建

立和应用方法。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提供多样化的任务选

择，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科兴趣和能力水平。一些学生可能

对商业和经济问题感兴趣，可以设计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函数

模型任务；而对于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设计与物

理或生态学相关的任务。通过差异化的任务设计，教学可以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科兴趣，提高学习动机。

3.3�开展全过程评价
传统的考试评价模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科素养和

能力，因此高中数学教师应该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作

业、项目评价、小组合作评价、自我评价等，以全面地了

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调

整。第一，综合性作业评价。传统的数学教育评价主要依赖

于单一性的考试成绩，这种评价模式在捕捉学生数学素养的

多方面表现上存在欠缺。因此，高中数学教师应推崇综合性

作业评价，设计并布置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的作业，涵盖

课程的不同主题和知识点，以全面地评估学生对数学概念的

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数学建模的技能。第二，引入项

目评价。项目评价是一种基于实际问题情境的任务，要求

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复杂问题，通过项目评价，教师

可以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能力，这

有助于培养学生将抽象数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场景的能力。第

三，小组合作评价 [3]。小组合作评价是一种通过协作学习来

评估学生综合素养的方法，通过组织小组合作活动并进行评

价，教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在协作中的角色扮演、沟通

技能、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以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

能力，使其在未来的学习和职业中更具竞争力。第四，建立

自我评价机制。为了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建立自我

评价机制是关键的一环，通过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

反思和评价，教师可以促使其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学科素养

水平，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并且自我评价机制还能帮助学

生认识到自身在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有

力支持。

4�结语

总而言之，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为高中数学教学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教师要深入理解这一理念，将其贯穿

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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