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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探索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已然成

为当前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一线教学工作

者迫切需要了解和进行探究的课题。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我们需要先对当前中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掌握当前课堂教学现状，找出存在问题，剖析原因，寻找

对策，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

论文主要以“章节起始课”这一课型的教学作为切入点，

对当前的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落实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培

养的现状展开调查研究。

2 高中数学章节起始课教学的内涵及价值

奥苏贝尔的“先行组织者”理论 [1] 认为：在学习新的

知识之前，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学习已经熟悉的且抽象概括

了即将要学的知识的材料，在新旧知识之间架起一个沟通

的桥梁，更好地实现有意义学习。“章节起始课”就是一

章教学的第一课，课上教师应该充当一名导游的角色，领

着学生初步领会这一章开篇要建立哪些相关的知识？为什

么要建立这些相关知识？如何建立这些数学知识？

章节起始课教学起着统领全章的作用，数学教师应该

高度重视它的教学，认真研究课本上的章引言材料，挖掘

其内涵，精心设计，通过引导学生回顾已有知识和方法，

借助适当的情境，激发起学生认知上的冲突，借助类比等

方式勾画出将要学习研究的内容、问题、方法，让他们对

将学的一章内容和方法有一个大概了解，让这些知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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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先行组织者”，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在后期的学习中

厘清知识间的联系，更好地进行知识的再创造，让他们在后

续的学习中“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2]”，帮助他们构建良好的

认知结构，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

3 高中数学章节起始课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为了掌握章节起始课教学现状，笔者对某地区高一、

高二数学教师进行了访谈、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调查数据

显示，在是否实施章节起始课教学方面不知道或知道未实施

的占 84.4%，偶尔实施的占 11.1%，一直重视的占 4.5%；在

实施效果方面，有 35% 的教师觉得不如直接讲点知识、题

目来得实惠，有 45% 的教师认为实施该课型对教学的促进

效果不是很显著，有 20% 的教师认为教学效果显著；在对

教师平时的教学设计调查中，发现教师们教学设计中不关注

情境、框架、知识生成过程、数学文化等方面的占 60% 几。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教师们对数学的本质的把握，对新课改的

理念把握不错，但在章节起始课教学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3.1 不重视，应试现象严重
在平时的教学当中，由于课时少但任务重，教学显得

比较紧张，教师们也为了取得好的成绩，达到考核目标，大

部分人不重视章节起始课教学研究、没有很好地进行起始课

教学设计，章节起始课教学这一课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3.2 不会上，教学设计方式陈旧、不灵活
在少部分开设起始课教学的课堂上，研究者发现很多

教师为了节省课堂时间，往往采用告知式教学方式。导致教

学显得平淡、课堂沉闷、缺乏生气，成为教师的一言堂，达

不到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形成积极的“先行组织者”。

3.3 教学设计内容形、散、闭、乏
通过研读部分教师的章节起始课教学设计，发现有如

下几方面不足。

3.3.1 情境流于形式，脱离问题
尽管教师们很注重创设情境，但情境化的教学效果参

差不齐，有些教师不仅贪多，而且完全是局限于形式，为了

情境而情境，脱离了数学问题。

3.3.2 知识散落凌乱，缺乏框架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教师的起始课教学设计只是零散

地罗列一些知识或背景材料，并没有通过一系列问题，搭起

即将要学习的内容的知识框架。这样的课上下来，学生会感

到知识很散乱，稀里糊涂，不知道要干什么。

3.3.3 历史发展不明，缺乏联系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就是系统化了

的常识，是个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数学学习的过程就是一

个对数学知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3]。但是，教师们在教

学中很少引导学生回顾历史，让学生经历知识的生成过程，

从数学发展历史中感悟数学思想、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往

往只是零散地讲解知识，这样就导致学生不知道知识的发展

过程，不能形成知识有机体。

3.3.4 数学文化不清，缺乏魅力
新课程理念强调提出，在数学教学中应该根据具体内

容，补充一些相关的数学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注重数学文

化的教学。然而，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很少有人在课上给

学生补充相关知识，学生根本体会不到数学的独特魅力。

为什么章节起始课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教学

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教学评价维度单一。高考把教师推到了身不由己的

地步。学校及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用考试的分数及知识数量来

评价教学。

②教师教育理念落后、对学生习惯培养、学情分析不

到位。

③对章头图和章引言的研究不够深入。

每章的章引言到底蕴含了哪些内容？如何运用比较

好？章节起始课到底该怎么设计？目前，很大一部分教师对

章头图和章引言的研究不够深入，不明确章节起始课教学的

目的，课堂上随意性很大，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设计？

从以上的调查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种种原因，

在常态课教学中，传统讲授式的课堂模式还是较为常见，

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的培养还没有引起所有教师的重视和 

落实。

4 关于落实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培养的思考

4.1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出，对数学学习的评价不能

只看结果，更重要的是要对学习的过程进行评价；既要对学

生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所达到的学习水平的评价，也要注重在

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评价；要

多一把尺子衡量，进行多元化评价，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个性发展和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核

心素养 [4]；当前的高考制度的改革，为我们的一线教学指明

了方向，我们一线教师需要加强对课程标准和考试方式的研

究，转变教学观念，转变平时的考核评价机制，为学生创新

思维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培育富含营养的土壤。

4.2 教师转变观念、用理论指导教学设计
根据现代教育观念、系统思想与方法等理论，章节起

始课的教学设计的形式上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4.2.1 注重学习，转变教学观念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迫切需要教师在专业上

得到很好地成长，用前沿的知识、先进的教育观念做引领，

上好章节起始课，时常以一名教学研究者的身份去审视自己

的教学，让学生学好数学，同时自己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4.2.2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一堂成功的章节起始课，除了教

师要很好地设计外，更离不开学生的积极有效地参与。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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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说，要改变在课堂上被动听课、机械记忆的学习方式，

而要积极地进行数学思维，从而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习惯。

4.2.3 研究章引言，优化教学设计内容
根据新课标理念、先行组织者等理论，一线教师应该

认真研究教材上的章引言材料，深刻研究、挖掘其内涵，重

点从下面所列的四个方面进行设计，来优化教学设计的内

容。

①设计情境，激发认知冲突。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章节起始课教学设计在

一开始需要有一个既与即将学习的内容有密切联系，又能激

发学生的认知冲突的例子作情境，来引导学生去观察、思考、

感悟，使学生感到已有知识无法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迫切需

要寻找或创造新的知识或方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例如，学习《对数》时，笔者设置了这样的情境：

师：一束光线的初始强度为 1，在空气中传播时，每传

播 1 厘米，它的强度就变为原来的
2
1

。根据已学知识回答，

经过 xcm 后，强度 y 等于多少呢？

生 1： xy )
2
1(=

师：那么，经过多少厘米，强度为 0.125 呢？

生：由 125.0)
2
1( 3 = 知，经过 3 厘米，强度为 0.125

师：非常好！那经过多少厘米，强度为
6
1

呢？

此时，学生能结合指数函数的性质，判断
6
1

所对应的

x 的值是存在的．但遇到了一个困境：明知有解，却苦于无

法表示？这样的情境可以激发学生认知冲突，同时也激发他

们进一步进行探索的欲望。

②搭建框架，把握知识脉络。

起始课上要搭起即将要学习的知识框架，构建整章的

知识蓝图，让学生了解即将要学习哪些知识。例子既要有科

学性，又显得很有趣，这样学生能从中了解即将学习的知识

和常用思想方法。

例如，笔者在上“立体几何初步”的起始课上，教师

可以让学生先看达·芬奇的名画，再引导学生认识到画其实

是实际物体的直观图，从折纸的直观图想象实际图形可以有

不同的结果，而利用直线衬托后则不再出现这种情况，引出

“在画几何体的直观图的时候，看见的线要用实线，看不见

的线要用虚线（或者不画）”，自然流畅，可以总结为“眼

见为实、不见为虚”。这里，也要强调这里的虚线不同于平

面几何中的辅助线。然后，让学生观察模型，感受到点、线、

面是空间几何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并借助多媒体展示点动成

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过程，这样可以慢慢地培养起学

习的空间想象能力，同时也可以尝试提出这样的问题：空间

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如何？这时立体几何“家族成员”

都出场了，也就是学生已经知道立体几何要研究什么了。

③追寻历史，经历知识生成。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中应该遵循由个别

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去再现人们发现数学过程及数

学发展过程。在起始课教学中，教师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去再

现知识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让学生通过对知识进行“再创

造”，才能做到真正掌握知识，从中感悟到数学思想方法，

也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或方法。

接 着 探 究 上 面 的 问 题： 强 度 y 与 距 离 x 的 关 系 为

xy 2= ，经过多少厘米，强度为
6
1

呢？

师：请大家回顾一下数的发展历程，从中你受到怎样
的启发？

生：为了解决等分问题，引入了分数；为了解决方程

032 =−x 解的问题，引入了无理数……这里，我们也应该

创造新的符号。
至此，教师已通过引领学生追溯历史，回顾了知识的

形成过程，也找到了解决冲突的方法。

④引入文化，彰显数学魅力。

新课程标准指出 [4]：“教学中应该把教学内容和数学

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师应该选择那些与所学知识相关且

对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在课堂上加以补充介绍，这样学

生不仅可以从中体会到数学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也会辩

证地发现社会文明对数学的反作用。”所以，教师们在设计

章节起始课时应帮助学生体会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体会数学

不仅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以及人

文价值。让学生的视野不断变得开阔，数学文化素养不断得

到提高，逐步树立正确的数学观。

例如，在学习几何的时候，笔者认为教师可以给学生

补充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涉及的公理体系及其蕴

含的思想方法，告知学生它在严谨推理结构方面堪称是个典

范，对人类的思维由感性向理性、推理从特殊向一般的转化

有着较深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在学习复数的时候，教师以带领学生一起回忆数

的发展历程（整数—有理数—无理数），同时让学生了解一

些重要的历史名人故事，这样不仅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内

外部发展的动力，了解数学家们用数学视角审视世界的经

过，也能培养他们敢于探索、质疑的精神，不断提高他们的

数学素养。

参考文献
[1] 佘星南,宋钧译.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彭林.起始课,能否承载更多[J].中小学数学,2014(1):67.

[3] 荷兰·弗赖登塔尔.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M].程昌平,唐瑞芬,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