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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ulgated the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which made 
new change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the object of education, the link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nd the link of 
educational cognition: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objectives,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dependent learning methods,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process and multiple teaching evaluation. Students must b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that is, behavioral participation,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ve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ng with students more, letting students do more, guiding students 
questioning,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flect more often ar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then 
cultivate students' upward spirit, interest in learning, passion for creativit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main channel to implemen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improve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subject;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stimulate and guide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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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生主体意识研究
王兴国

吉林省实验中学，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

2017 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使数学教学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针对教育对象、教学育人环节、教育认知
环节上有新的走向：教学目标多维、教学方法多样、学习方法自主，教学过程合作、教学评价多元。学生要有深度地参与过程，
即行为参与、情感参与、认知参与。多与学生交流、多让学生动手、多引导学生质疑、助推学生勤反思，是提升学生的高阶
思维的有效方法，进而培养学生向上的精神、学习的兴趣、创造的激情、社会责任感。课堂教学是落实新课程标准、提升学
科核心素养主渠道；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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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更新了教学内容，研制了学业质量标

准，增强了指导性，特别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成为课堂教学

的关键环节，以期达到以数学核心素养为主体的课程改革要

求与课堂教学相适应，实现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目的。课堂教

学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思维主导清晰；教学手段多样化；

教学时间、空间比例适合，教学目标高效达成等特点。这就

需要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有相应的变化，与新的课程改革的

教学理念相适应，让核心素养在课堂落实落地，让学生在课

堂中获得全面发展、自主发展、个性发展、终身发展。传统

教学关注的是课堂、教材、教师，学生培养依赖的是教师的

方法传授、知识的记忆、技能的训练，关注的是知识结果，

培养的人是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符合一定规格的制式模式化

人才；而现代教学更关注学生——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笔者结合课堂教学实践谈自己的认识和做法。

2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素养是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

【作者简介】王兴国（1968-），男，研究生学历，高级教师，

吉林省基础教育教学名师，任职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

从事教材教法、课程教学实践、高考等研究。

DOI: https://doi.org/10.26549/iptm.v4i2.6581



4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2期·2021 年 1月

而逐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数学

核心素养就是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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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数学特征的关键能力与思维

品质。

数学学科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

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基于数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及高中数学的特点，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培养始终关注高中数学教学策略，包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巩固学生自身的基础知识；以兴趣为

引导，让学生对数学充满热情；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良好习

惯；利用多种教学方法，提升学科核心素养；习题训练是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基础；通过实践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加强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应用 [1]。

从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合理性、学生思维过程的

合理性上探究学习效果。课堂教学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

课堂是主渠道；尊重学生，尊重教学规律，培养适合未来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传统教学关注课堂、教材、

教师，而现代教学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中，信息化社

会要求，以学生发展为本，关注获取知识的方法、知识的生成、

归纳、应用、发展、变化过程；教育的目的包括：适应未来

工作需要的、终身学习的人才，教师的教学观念的变化、教

学方法的改革是关键环节；课堂教学要使学生有交流、有经历、

有体验、有探索、有思维，要培养学生向上的精神、学习的

兴趣、创造的激情、社会责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

导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

现代建构观强调认识的主体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

建构其认知结构的过程，是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

的理解，并通过对自己建构的反思，稳固原有的建构，深化

对知识的理解，更好地内化为良好的认知结构。我们能有今

天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努力实践，

吸收借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教学模式，寻找适合国情的

教学方法 [2]。论文针对学科核心素养、学生主体性及其培养

问题做一些探讨。

3 对主体性的认识

所谓主体性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学生在

教师引导下，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功能性特征，

其主要表现为选择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①选择性突出表现在对学习对象的选择上，从学习目标，

学习方式到学习手段；从学什么到怎么学都是选择的结果。

②自主性首先表现在学习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

的学习态度，能独立地感知、学习和理解教材，并能运用于

实际；其次能对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

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以达到学习目标。

③能动性是学生能以自己已知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去

主动同化新知识，并对它进行吸收改造，加工或加以排斥，

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④创造性对学生而言，就是对知识再创造；灵活运用知

识；有丰富的想象力；善于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遇到的各种问

题，表现在思维上就是思维的批判性、广阔性、深刻性、灵

活性等特征。

4 培养学生主体性与核心素养的必要性

人的主体性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靠人通过自觉能动的

活动而获得和发展的，在教育过程中，学生身心是处于发展

过程之中的，他们和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各方面都不完善，

需要通过教师加以唤醒，引导和培育，促使其主体性由少到多，

由低级到高级，直到成为一个成熟完善的主体，成为学习的

主人。因此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应为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主体性 [3]。要把人的阶段发展，变为终身学习发展。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①学习是一种能动的建构过程。

它首先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对基础知识进行系统整理，深刻

理解，灵活运用，使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保持稳定、清晰，并

能成为今后获得新知识的基础。此外，在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

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对新知识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加工、选择、

改造和重组，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或自觉地调整改变原有认

知结构以适应新知识，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②学习应超

越所给信息。它要求学生对所给信息主动地开展扩散性思维，

多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思考，以求得本质的理解和

创造性地加工利用 [4]。因此，要使学生顺利完成学习目标，

必须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

5 培养主体性与核心素养的方法

课堂教学是主体性培养的主渠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正确处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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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上都得到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达到情感参与，行

为参与、认知参与，实现教学有效和高效。一般来说，教师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5.1 多交流

课堂教学变以知识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

的成长规律，尊重学科教学规律。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是知

识的生长，是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的传

递和接受。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先保留自己对问题

的看法，提出一些能激发思考的问题，在学生思维最近发展

区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开成自己的看法，并组织持

不同见解的学生进行讨论 [5]。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引导学

生学会清理和表达自己的见解，学会聆听，理解他人的想法，

学会相互接纳、赞赏、争辩和互助，并要不断对自己和别人

的看法进行思考和评判。通过交流，学生可以看到问题的不

同侧面和解决途径，从而对知识产生多视角多方位的理解。

同时，从其他人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和补充，促使学习者意识

到不同观点之间差别，在对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见解进行分析

和鉴别中，发展自己的见解，使知识更加整体化，内化为良

好的认知结构 [6]。

另外，教师要注意不是所有的问题让学生讨论都有最好

的效果。讨论题过于容易，激发不了学生讨论的热情；讨论

题难度过大，多数学生参与不了，也收不到成效。只有那些

有一定广度、深度和难度，有一定灵活度，能刺激学生积极

思维，多数学生能发表意见的问题，通过讨论和交流才能收

到好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学生选择性的需求，使主体

性得以发挥。

5.2 多动手

皮亚杰认为：“认识一个对象就是对它采取行动，改变

它，以便当那种转变的机制和转变活动本身联系起来发生作

用时来掌握这种转变的机制。”也就是说，认识来源于实践，

来源于改变对象的“转变活动”。[7] 这种“转变活动”就是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知识是认识的结果，所以知

识也来源于活动，包括动手操作。

通过动手操作使学生形成表象，建立正确的概念。同时，

通过动手操作活动，让学生真正参与了教学过程，有了亲身

体验，才有可能对学习作出有意义的发现，从而使学生在知

识形成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

5.3 善质疑

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认为：“最精湛的教育艺术，遵循

的最高准则，就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爱因斯坦也认为：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数学教学的内容里，包

含了好多对学生来说是“疑问”的东西。“疑”是学习的需要，

是思维的开端，是创造的基础，人类的发展就是对“疑问”

的追求探索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在教学中，让学生产生疑问，

就是希望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热情，产生自主探索的

动力。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及学生差异，

精心安排，科学设计问题，使学生从教师的提问中学到质疑

的方法 [8]。其次，要善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善待提出问题的

学生，保护学生发问的积极性，使课堂开成一种积极思考，

勇于探索的热烈气氛。使学生在宽松的环境里进行生动活泼

的探索，进而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然后在问题解决中，顺利

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最后，在质疑解疑的过程中，

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培养。

5.4 分层次

由于每个学生学习的兴趣、爱好、基础、能力及创造意

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教师在实施总体学习目标的

同时，应加强分类指导，实施差异教育和个别教育，使每个

学生尽可能达到相对高一级的学习目标，使其个性特长得到

充分发展。为此，教师要努力做到在教学中从每个学生实际

出发，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多层次、

多侧面的引导，提供学习上不同的帮助，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的需要。

5.5 留时空

有一些教师片面地追求课堂教学容量，提出一连串问题，

意在“启发”学生，却不留给学生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时

间，这样做不到启发的作用。或者仅提出一些思维量很小的

问题，让学生回答“是”或“不是”，也起不到积极思维，

真正参与的作用。还有一些教师为了课堂教学“有序”推进，

用标准答案来框定学生的思维空间，学生缺乏自由想象的时

空；或者是千方百计“引导”到预定的“轨道”上来。总之，

学生对问题没有真正进行思维加工的时空，当然也就没有实

质性的主动参与过程。长期如此，独立解决问题的意识就会

淡漠 [9]。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设开放的问题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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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恰当的时间和空间，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

5.6 勤反思

所谓反思就是指主动以严肃的态度持续不断地反复深入

地对已有结论、认识或观念，以及它们的形成过程进行周密

且有批判性地再思考，或提出疑问作为新的思考起点。如果

学生习惯于批判性地反复深入地反思问题的解决过程，那么

他们的思路就会更开阔、更灵活，见解更深刻、更新颖。因

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解题结果进行及时的反思。

①引导学生对问题的特征，差异和隐含关系等进行具体

分析，作出广泛的联想，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问题，

并将它推广应用于解决类似问题，从而使学生突破思维的单

一性，培养出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并及时总结，然后

把获得的知识和方法迁移应用于解决其它问题，从而使学生

突破思维的表面现象，培养出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10]。

③引导学生不囿于固定的模式或秩序，根据具体情况，

灵活调整思路，突破思维的呆板性，培养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④引导学生进行新颖的组合分析，找出新的层次和交结

点，找到打破常规的解法，使学生突破思维的一般性，培养

出学生思维的独特性。

6 教师要善于终身学习

教师要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课标，每一堂课的教

学效果，最终都能在学生的学习能力上体现出来。信息时代

是智慧的教育，也是结果加过程的教育，知识爆炸的时代，

获取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本身重要；教师应该是社会中具有智

慧和文化修养的群体，先进文化的代表，知识既要传承，又

要更新创新，要避免呆滞思想的侵蚀，每一次人类进步的知

识革命，都是对陈腐呆滞思想的一种反抗，教师要有先进的

思想，具有国家意识、国际视野。课堂教学达到一种教育自觉，

即学生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让学会自由选择去探索未知

领域，孕育新智慧、创造新方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

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

7 结语

教学方法既有历史性、阶段性又有延续性、时代性，人

的认知是有规律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实践表明，具有思维

的广阔性、深刻性、灵活性的学生，想象力丰富，能把知识

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能洞察问题的实质和规律，然后用新

颖独特的方法去解决或再创造，并能把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

解决其它问题，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此，思维的广

阔性、深刻性、灵活性是创造性的根本特征，教师通过引导

学生积极反思自己的学习活动，并逐渐使这种反思成为自觉

的学习习惯，思想上行为上有应用意识、创新意识并学会学

习终生学习，即可达到培养学生创造性、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的目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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