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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re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design	strategie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arge	unit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cases,	a	four-
dimensional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of	“Objective-Content-Method-Evaluation”	 is	proposed,	and	 the	unit	of	“Concept	and	
Nature	of	Functions”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how	how	to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such	as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rough	real	situations	(such	as	urban	temperature	chang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large-unit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ing	abi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awareness.	This	study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path	of	“contextual	embeddedness-problem-driven-multiple	evalu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which	has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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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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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为指导，探讨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案
例相结合，提出“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维实施框架，并以“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单元为例，展示如何通过真实情
境（如城市温度变化分析）整合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培养。研究发现，大单元教学能显著提升学生的知识结构
化能力和跨学科应用意识。研究为落实数学核心素养提供了“情境嵌入—问题驱动—多元评价”的可操作路径，对深化高
中数学教学改革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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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研究，是

在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素质

教育的深入推进，学科素养在教育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明确提出，高中数学课程应注重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如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贯彻

落实核心素养，优化教学模式，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

问题。

大单元教学设计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科

核心素养为导向，将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形成具有明确主

题、目标、任务、情境、活动、评价等要素的结构化教学设

计 [1]。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改变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能力难

形成、素养不落地等问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

在实际的高中数学教学中，如何进行基于核心素养的

大单元教学设计，如何将核心素养具体化、可培养、可干预、

可评价，仍有许多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教师需要深入理解

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和特征，掌握数学学科大概念，以此来

指导教学设计；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运用新的教学策略，以适应大单元教学的要求 [2]。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

设计策略，分析核心素养与高中数学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

系，探索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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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高中数学教师

提供可操作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促进高中数学教学质量的提

升，为我国数学教育改革贡献力量 [3]。

2�核心素养和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联系性

2.1�概念界定
核心素养，是一种综合性的个人素质，它涵盖了知识、

能力、态度等方面，是个体在面对复杂社会环境和具体实

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在教育领域，核心

素养指的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所形成的、能够适应个人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具体到高中数学教

学，核心素养主要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

学运算、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以及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

思维习惯等 [4]。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是一种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

学模式，它以学科大概念、大思想为核心，对教学内容进行

整体设计，强调知识的内在联系和结构化。大单元教学突破

了传统的知识点教学模式，将知识点整合为相互关联、层层

递进的教学单元，使学生在较长的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主题

进行深入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科素养。

2.2�核心素养和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联系
核心素养为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

方向。核心素养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关键能力，

以及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思维习惯等。这些素养要求学生在

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数学知识，更要能够运用数

学知识和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高中数学大单元教

学在设计时，必须紧紧围绕这些核心素养进行，确保教学内

容的选取、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评价的设计等都能够有效

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5]。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是实现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途径。

大单元教学突破了传统的知识点教学模式，以单元为单位，强

调知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可

以将相关的数学知识点整合在一起，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

务和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和思考。这种教学方式

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数学知识的整体认识，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数学知识之

间的联系，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

会引导学生发现不同数学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

建立起完整的数学知识网络，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

力和数学建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单元教学，学生能

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本质，掌握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进

而提高数学核心素养 [6]。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评价体系也与传统教学评价有所

不同，它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综合能力评价，这与核心素

养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会关注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包括学生的思考过程、解决问题的方

法、团队合作的能力等，这些评价内容与核心素养的各个方

面密切相关。

3�核心素养融入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作用

3.1�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核心素养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关键能力。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通过整合相关的数学知识点，设计富有

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和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和思

考，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这些关键能力。例如，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运用数学知识，还需要运用

逻辑推理和数据分析等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正是核心素养

所要求的。

大单元教学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发现，通过问题驱动

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学生在探索过程

中，需要运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

3.2�优化教学过程和方法
核心素养融入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要求教师从整体的

角度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设计。这种整合不仅包括数学知

识点的整合，还包括跨学科知识的融合。通过整合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设计出更加系统、完整的教学方案，使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能够建立起知识之间的联系，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大单元教学要求教师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如探究式教学、合作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这些教学方法有

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

3.3�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
核心素养融入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有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

养。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师会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

题，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适应社会发展和未来职业需求。

大单元教学强调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这有助于学

生拓宽知识视野，提高跨学科素养。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需要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

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4�核心素养融入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途径

4.1�教学设计与教学内容优化
在教学设计之初，教师应当明确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

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将这些素养分解为具体的教学目标。

例如，确定单元教学目标时，不仅要包括数学知识点的掌握，

还要涵盖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据分析等能力的培养。教

师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将核心素养相关的知识点

和技能进行整合，设计出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

4.2�教学策略与方法创新
为了有效地融入核心素养，教师应当采用多元化的教

学策略，如探究式教学、合作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这些策

略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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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精神。教师应当设计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发现。通过问题驱动的教学方式，

学生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数学知识和

方法，从而培养核心素养。

4.3�教学评价与反馈改进
为了评估学生在核心素养方面的表现，教师需要建立

包含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这包

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结合，以及自我评价和他人评

价的结合。在评价学生时，教师应当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表现，如学生的思考过程、问题解决策略、合作交流等。

这些过程性评价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情况。

5�案例分析

5.1�案例背景
【案例名称】：高中数学“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大单

元教学设计

【学科领域】：高中数学

【核心素养目标】：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5.2�设计过程与具体案例模拟
第一阶段：明确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确定核心素养目标：教师根据课程标准和学生实际情

况，确定了以下核心素养目标：

数学抽象能力：能够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函数模型。

逻辑推理能力：能够理解函数的性质并进行逻辑推理。

数学建模能力：能够构建函数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数据分析能力：能够通过函数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第二阶段：教学内容分析与教学活动设计。

分析教材内容：教师对“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单元的

教材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函数的定义、函数的性质（如

单调性、奇偶性）、函数的应用等。

设计教学活动：

导入活动：通过展示现实生活中的函数现象，如温度

变化、人口增长等，引发学生对函数的兴趣。

第三阶段：创新教学策略与方法。

创设问题情境：设计一个具体的问题情境——城市一

天内温度变化情况。

第四阶段：实施教学评价与反馈。

建立综合性的评价体系：评价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5.3�具体教学过程模拟
5.3.1	导入

教师展示某城市一天内温度变化的图表，询问学生：

“你们在生活中是否注意到温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数

学中的什么概念来描述？”

5.3.2	新课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初中阶段学习的函数概念，并在此

基础上引入高中阶段函数的定义和性质。

5.3.3	探究活动
学生分组，每组根据给定的温度变化数据，尝试抽象

出相应的函数模型。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探究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等性质。

5.3.4	实践应用
学生尝试构建一个简单的温度预测模型，运用所学的

函数知识对未来的温度进行预测。

学生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并进

行适当的调整。

5.3.5	评价与反馈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小结，让学生分享探究过程中

的发现和收获。

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给予评价和反馈，指出学生在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优点和不足。

5.3.6	总结
教师总结函数的概念和性质，强调其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价值。布置相关的作业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进一步巩固

所学知识。

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例发现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大

单元教学设计策略，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和实际问题情境，

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数学建

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整个教学过程注重学生的参

与和体验，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

应用。

6�结语

本研究系统论证了核心素养与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

内在关联，构建了以素养发展为主线的教学设计范式。案例

分析表明，通过重构教学内容、创新问题情境和优化评价体

系，能有效突破传统教学的碎片化局限，促进学生关键能力

的整体发展。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1）差异化教学在大

单元中的实施策略；2）信息技术与单元教学的深度融合路

径。建议教育部门开发配套的教师培训课程和区域性资源共

享平台，推动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肖萃鹏.	“三新”背景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实施策略	 [J].	江西

教育,	2025,	(12):	65-67.

[2] 胡传捷.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	 [J].	中

学课程辅导,	2025,	(09):	30-32.

[3] 蒋澍.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年度综述——基于2024年《复印

报刊资料·高中数学教与学》论文转载情况分析	[J].	中学数学

研究,	2025,	(03):	1-5.

[4] 邢丽霞.	“三新”背景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分析	 [J].	数理天地

(高中版),	2025,	(05):	74-76.

[5] 赵振华.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数学单元整体作业设计研究 

[J].	数理天地(高中版),	2025,	(05):	116-117.

[6] 罗伟霞.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实践研究——以湘

教版函数的概念与性质为例	 [J].	数理天地(高中版),	2025,	(05):	

11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