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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的正式印发，“核心素养”一词迅速成为了教育界

讨论的热点话题。在 2016年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可以看出：一方面，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全面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必

经之路。

对此，通过跨界多元联络和柔化学科边界，贯穿各学

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有效地开展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的

整体育人功能，便成为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共识 [1]。例如，

清华附小构建了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1＋ X课程”。

但对于一般的中小学老师来说，他们既没有清晰明确的学校

政策指引，也缺少丰富的课程资源辅助，如何能够在日常教

学的过程中，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力所能及的开发整合课程，

便成为了摆在现实的一大难题。

杨东平教授曾经说过：对于教育这种有诸多不确定因

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言，自下而上、个人的自主创新和教育

探索，是推动教育改革的真正动力之一 [2]。笔者担任小学高

段数学的任教工作，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校本课程——数

学文化课为主要平台，明确数学为核心，尝试整合其他学科，

同时注重搭建课外延伸空间，形成了兼备全面育人功能和感

染吸引力的课程。

为了形象的说明上述思路，笔者将整个开发过程分为

两个阶段，并以图形的形式呈现。

阶段一：如图 1所示，教师可从文学、体育、艺术等

领域中，发掘出一个视点（如：舞蹈中的旋转）。以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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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破口，贯通此领域内一系列相关的现象，投射在数学知

识和思维上，利用数学的知识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解答。

这样，便完成了数学与其他学科的第一次结合，如图所示的

这种结合是由外向内正向聚合开展的。

阶段二：利用上一阶段已经组织构建的数学知识，逆

向反射回各个领域，加大对于该领域探究的深度与广度，并

以此领域为窗口，摆脱单个领域的局限，衍射出更大的研究

空间。这一阶段的目的在于明确：“核心素养”的核心既不

是单纯的知识技能，也不是单纯的兴趣、动机、态度，而在

于重视运用知识技能、解决现实课题所必需的思考力、判断

力与表达力及其人格品性 [3]。

通过正、逆向两个阶段，表面上是数学与其他学科的

两次结合，而实质上则是完成了学习学科领域知识到培养关

键能力的跃迁，并聚焦于价值形成的核心目的，达到通过课

程整合，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主旨。

对于一线教师来讲，具体的课例演示，可以起到从点

到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图 2所示，在《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总体框架中，将核心素养细分为六个方面，即人文

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

新。结合六大素养与上述开发策略，下面将进行相关课例的

展示。需要说明的是，六大素养相互依存和融合，所选择的

课例只是在注重多种素养发展的基础上，对其中一种素养有

所侧重。

人文底蕴的培养包括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

等基本要点。课程开发时，可以从“数文同源”“古代的计

时方法”等方面寻找视点。

【课例《数学与文学》】

主要教学过程如下：

环节 1：数学与诗歌。

以伦文叙为《百鸟归巢图》所题的诗句为引入，让学

生解答《百鸟归巢图》中的数学奥秘。再以《题秋江独钓图》

中的一字诗，感受数字在诗句中的巧妙应用，讲述康熙皇帝

《粥店秀才》的写诗故事。引导学生体会抽象夸张的诗句与

具体严谨的数字所共同达成的文学效果。

环节 2：数学与小说。

先复习三阶幻方的填法，介绍小说《射雕英雄传》中，

黄蓉轻松解决三阶、四阶幻方、72宫格问题，让学生在巩

固幻方问题的同时，感受数学对小说故事的推进以及对人物

刻画方面的作用。

环节 3：数学与楹联。

以描写教师的一副楹联为引入，向学生介绍楹联，

并对比楹联中的对仗与数学中的对称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

点？以及对仗和对称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环节 4：数学与文学的共同点。

根据以上三个环节，通过学生的切身体会，鼓励学生

尝试总结数学与文学的共同点，感悟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

关联。

科学精神的精髓在于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

而数学学科求真求实的本质，决定了数学本身就是科学精神

培养的绝佳路径。为了突出探究过程和质疑精神，笔者以密

码学为视点，进行了课程的开发。

【课例《神秘的密码》】

主要教学过程：

环节 1：介绍战争时，信息加密的必要性，提出问题：

如何给信息加密？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从而引出单密码

表加密法，以练习的形式，帮助学生体会单密码表加密的原

理和方法，并尝试进行密码的破解和原文的加密。

环节 2：承接上面的内容，说明单密码表的弱点，向学

生提问有没有改进的方法，学生经过讨论，得出制定多密码

表的想法，根据学生所想，鼓励学生进行双密码表加密的设

计，并练习对简单的单词进行加密，以及对照密码表，翻译

密文。

环节 3：向学生介绍双密码表破解的原理，追问学生如

何提高密码的破解难度，学生总结出应该使用尽可能多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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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表。引出二战时期，德国发明的 Enigma密码，并向学生

介绍英国数学家图灵如何破解德国密码，感受科学家那种不

畏困难、质疑反思的精神。

学会学习强调学生学习意识的形成，包含了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信息意识等要素。对此笔者将信息技术与教学相

结合寻找视点，同时为搭建学生学习的课外延伸平台，与在

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亲人和朋友共同创建了编程教学网站小

极客（网址：www.xiaojike.cn）。通过学生网站自学，让其

脱离课本和老师的支持，自己摸索总结当中的方法和规律。

在自习时间，将学生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反馈。

小极客的界面设置为卡通的风格，闯关的形式。学习

内容涵盖了编程语言中的循环、变量定义、函数。笔者要求

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学着去发现循环语句的特点，感受变

量定义的效果，通过自己的实践，慢慢掌握这些原本完全陌

生的内容，在个人的一次次操作中学会总结、学会学习。

引导学生合理规划时间，形成科学自我管理的习惯，

自然少不了数学知识，老师可以从时间规划方面探寻视点，

开展课程的设计。

【课例：《华氏双法》】

主要教学过程：

环节 1：先让同桌互相交流早晨的日程安排，然后呈现

老师的日常安排，让学生帮助老师进行合理统筹，保证用时

最少，并阐述理由。通过冲咖啡的题目，来巩固强化。学生

通过对比几种方案，感受到了珍惜时间、合理安排生活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环节 2：以田忌赛马的故事，引出统筹法，并抛出坐船

问题，让学生应用所学到的统筹法。启发学生从生活出发，

举例说明统筹法在生活中的运用。

环节 3：介绍华罗庚的生平事迹与统筹法和优选法，体

会华罗庚刻苦钻研、学以致用的科学家精神，懂得利用华氏

双法，健康、有序的处理学习与娱乐的关系。

责任担当直接指向了德育主题，在设计时可以针对一

些不文明现象，从数学角度出发，分析这些行为的危害，从

而端正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意识。

【课例：《囚徒的困境》】

环节 1：生活引入。

博弈论的出现，就是帮助我们学会思考和分析面临选

择时的各种可能的结果。

环节 2：囚徒困境模型。

先让学生设身处地的思考，自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然后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经过讨论得出：最常见的结果是

两人都供认，这种稳定的结果称为——博弈的纳什均衡。并

以彩电价格大战为例，让学生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分析，

并从生活中寻找事例。

环节 3：总结。

如果每个人都只遵循自己的利益，所有人都会遭殃。

现实生活中的价格战、学习中的偷懒、道路的堵塞都是囚徒

困境的翻版。看似占到便宜的人，往往容易受到制度和法律

的制裁，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减少了囚徒困境的出现。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具体情境的引入，以及解

决问题方法的发散和多元。对此，笔者根据里约奥运会时中

国女排的夺冠历程，设计了有关赛制的问题，在保证数学核

心的前提下，又具备了实时性和趣味性。

【课例：《赛制的奥秘》】

①发现问题：为什么奥运会女排前三名中，输了一场

的美国队获得铜牌，输了两场的塞尔维亚获得银牌，输了三

场的中国女排获得金牌？

②分析原因：通过观看视频资料，得出原因在于女排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赛制不同，如图 3所示。

③深入研究：探究小组赛阶段的赛制特点，利用数形

结合思想得出单循环赛制的比赛场次数计算方法。探究淘汰

赛阶段的赛制特点，得出单败淘汰赛制的比赛场次数计算

方法。

④实践应用：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的赛制安排

问题，体会两种赛制的优缺点，并加以拓展。

对于上述课例的设计和开发，笔者认为它的优势在于：

新颖、实用、灵活，能够在以数学为核心的基础上，从不

同的方面出发，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但同时也要求教师具

备一定的知识广度，能够有效捕捉视点。笔者也会在目前成

果的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课程体系，进行过程性评价系统的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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