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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章起始课的教学初探
——以苏教版《统计》章节为例

陈小璐(扬州大学附属中学225000)

摘要：章节起始课，作为一章的“导航”，解读了为什么学习本章内容、本章学习什么内容、怎样学习本

章内容．设计富有科学性、艺术性的章节起始课不仅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了解本章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

本思想、整体结构，激发学习兴趣，更有助于数学核心素养的落地生根．本文以苏教版教科书《统计》章节为例

探索章节起始课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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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本章教与学的基本认识

1．1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章节起始课，是后面学习抽样、统计图

表、样本估计总体的上位概念，是《统计》一章学习

的基础．本节课结合社会、生产、生活及其他学科的

相关问题，从实际案例中体会为什么学习本章内容，

提出本章核心问题：如何合理获取数据，如何处理、

分析数据，体会本章学习什么内容．章节起始课的设

计明确了本章学习的基本框架，为后期学习提供了

思想基础．

1．2 教学目标

(1)通过对社会和生活中统计案例的学习，感

受统计思想应用的广泛性，在熟悉的问题、情境中总

结出统计分析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思想；

(2)通过实践探究，了解获取数据的基本途径，

了解总体、样本、样本容量的概念，了解数据的随机

性，并能选择合理的方法获取数据；

(3)在研究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会自主选择

合理的方法获得数据，用数据作为逻辑依据，发展数

据分析和逻辑推理素养，并学会从统计学的角度观

察世界、思考世界、表达世界．

1．3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从实际情境中总结提炼出统计的具

体步骤和基本思想，了解获取数据的基本途径．教学

难点是统计观念的形成、研究一般统计问题的方法

与理性思维品质的形成．

2 教学过程

2．1 情境引入

师：看到“统计”这个标题，请同学们谈一谈在

小学和初中阶段学习过哪些统计知识?谈一谈统计

学的实际应用．

情境1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通过小麦亩

产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对各省小麦品种作出判断，

可以为小麦品种的选择、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农业农村农情调度专家实地调查发现，2020年小麦

最高单产都有了新的突破．数据公布如下：第一名山

东省小麦新品种“山农28号”，最高亩产856．9 kg，

创全国冬小麦单产记录；第二名河南省小麦新品种

“丰德存麦20号”，最高亩产855．2 kg，创河南小麦单

产新高；第三名江苏省

小麦新品种“淮麦33”，

最高亩产827．5 kg，全

省首次突破了800 kg大

关(图1)．

情境2 通过人口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对
图l

我国人口现状作出判断，可以为国家人口政策的调

整提供依据．统计数据显示(图2)，1990年以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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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0～2014年出生率走势图

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2010年达到了11．9X。的较

低水平，2011年至今保持在12‰左右，人口总量增

速放缓．1998年以来，每年新出生人口降至2 000万

以下，至2014年增速降至5‰左右．单独二孩政策的

实施使2014年出生人口较2013年增加48万人，但

年均新出生人口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根据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总抚养比(指人口当

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却持续走

高，尤其是老年抚养比提升较快，2014年65岁以上

老年抚养比达到13．7％的较高水平．数据表明，劳

动人口总量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抚养比持续走

高，人口红利渐趋弱化．

师：数据分析是研究随机现象的重要数学技术，

是大数据时代数学应用的主要方法．[1]统计学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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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收集、整理、分析数据的科学，它可以为人们

制定决策提供依据，国际著名统计学家、美国科学院

院士C．R．劳指出：“在当今时代里，对统计学基本素

养的需要就如威尔斯所预见的那样：在未来社会，统

计的思想将像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成为社会人必不

可少的能力．”[2]初中时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统计

知识，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将继续学习统计学．

设计意图 情境1和情境2分别来源于教科书

中的章首图和章引言：章首图呈现的是小麦图片，笔

者借助网络资源查找了2020年小麦单产的统计信

息；章引言提供了本章的学习框架．情境涉及“抽

样”“用样本估计总体”“获得结论”等知识，从而提

炼“统计”主题．从图到文让学生认识“为什么学”，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2．2数学建构

问题1 从情境中，你能尝试提出哪些统计

问题?

生1：(1)怎样合理获取数据?(2)如何处理分

析所获得的数据?(3)如何根据数据获取结论?

问题2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还能提出其他的

统计问题并尝试解决吗?

生2：如果要了解全校学生的课外作业负担情

况，可以进行如下操作：第一步，分别从每个年级每

个班抽查两位同学获取数据；第二步，得到数据后，

分析学生做作业的平均时间；第三步，根据结果得到

学生作业负担的情况．

问题3 通过以上案例的探究，

你能说说统计分析的基本步骤有哪

些吗?统计分析的基本思想又是什

么呢?

生3：对照以上统计全校学生课外

作业负担情况的案例中的三个步骤，可

得统计分析的基本步骤如图2所示．

1获取数据
l

t

1分析数据
l

t

l作出估计

图2

统计分析的基本

思想：抽取具有较好代

表性的样本，由样本数

据的特征、规律估计总

体的状况(图3)．
图3

师：正如统计学家c．R．劳所说：统计分析的形

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但是“从数据中提取一

切信息”或者“归纳和揭示”作为统计分析的目的却

一直没有变化．

设计意图 在对实际案例的分析中，培养学生

的数学阅读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并通过举例加深

对统计学概念、统计思想方法的理解．

问题4 在统计中数据很重要，你能说说有哪

些获取数据的基本途径吗?

生4：可以通过查询的方式获得，例如借助

网络．

师：很好!那么网络上的数据又是从哪里得到

的呢?

生5：通过试验获得，例如小麦亩产量的统计可

以通过试验田的数据，但是人口变化数据是通过大

量的调查工作获得的．

师：2021年5月18日，江苏省公布的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有：全省共有家庭户

29 910 849户，集体户2 011 807户，家庭人口

77 644 026人，集体户人口7 103 990人．获取数据的

直接途径有调查获取数据、试验获取数据，间接途径

有查询获取数据．在统计学中，我们直接获取数据的

方法常见的还有观察获取数据，而调查形式也可以

有抽样调查或普查的形式，例如样本抽查和人口普

查；间接形式查询获取数据方法中，除了利用网络资

源外，还有一些普查的数据，例如统计报表、统计年

鉴．它们的特点、适用类型、需要注意的问题如表1

所示．

表1获取数据的途径

获取数据的途径 获取数据的基本途径 适用类型 注意问题

选择或创建较好的抽样方法，避免抽样
调查获取数据 抽样调查或普查

过程中的人为错误

严格控制试验环境，精心设计试验，以提
直接途径 试验获取数据 没有现存的数据可以查询

高数据质量

借助专业测量设备通过长久的持续观察
观察获取数据 自然现象

获取数据

间接途径 查询获得数据 众多专家研究过并收集的数据 根据问题背景“清洗”数据去伪存真

师：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推断，通常分析数

据的哪些特征?

生6：通常分析数据的分布规律、集中趋势、离

散程度等特性．

问题5 你能尝试用框架图梳理今天的内

容吗?

生7：如图4所示．

设计意图 让学生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尝试

从情境的“大背景”中提出“大问题”，从提出问题的

过程中认识本章的学习框架(图4)．形成知识框架

图是单元起始课的重要任务，通过框架图可以让学

生摸清本章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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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机选择若干个有孩子到该校上学的家庭进行调

查；(2)要了解某综艺节目的收视率，需要应用样本

了解收看该综艺节目的人数，可通过向各种类型的

人群发放调查表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也可以进行

电话调查或网上调查等．

2．4课堂小结

师：下面请同学来谈一谈本节课的收获，可以谈

自己的学习体会，对统计学产生的新的认识，也可以

分享身边的统计应用．

3 章节起始课的教学反思

3．1 对章节起始课的理解

从时间上看，章节起始课是每一章的第一节课；

从内容上看，章节起始课既要包含本课内容，又要突

出本章的核心知识与方法，是本章学习的“方向仪”，

是“谋好篇、定好调、开好局”的重要一课；从教学过

程上看，学生经历了数学活动与自主构建的过程，掌

握知识结构，并将这样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其他部分

的学习中．

3．2 如何设计章节起始课

章头起始内容主要包括：章头图、章头语、名人

名言等．章头图能给学生先人为主的直观感知，对于

学生明晰数学的逻辑结构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名人

名言以对话的形式让数学家从幕后走到台前，对学

生知晓章节知识、了解章节渗透的数学思想方法、体

会数学学科的价值有着重要作用；章头语解释了本

章的知识背景、重要数学思想方法、需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31因此在章节起始课的教学设计中，要灵活利

用好章节起始内容，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制定教学

目标，合理整合．

3．3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实现章节起始课的价值

通过创设合适的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

把握数学本质，发展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采用独立

思考、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等多种学习方式，用数学

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解决问题，发展

学生的数学建模素养；在问题解决中，通过概念辨

析，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并尝试在现实问题中合理抽

样，为后续的数据研究做好准备，发展学生的数据处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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