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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言，要在对比分析旧课标及义务课标的基础上，
掌握“新课标” 的本质特点，特别是要结合自己的实

际教学，反思自己对“新课标” 的理解程度，不断地

与同行一起交流探析“新课标” 所蕴藏的深刻含义，
如定期举行教材分析研讨会、教材中的疑难问题请

教同行、将自己的感悟编写成文章引发更多读者探

讨交流等，在反思中提高数学新课程实施水平．
５　 结 　 语

“新课标” 实施建议要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中理解课改的新内涵，进而在实施建议中学习其

精髓，在不忘本来，借鉴外来中形成自觉自愿的行动

进行数学“新课标” 实施的学术积累与教学现实的

实践感知，生成健康的数学课程教学创新机制，更进

一步理解和落实课改任务，在思政融合、技术应用、
效率提高、 素养提升中推进高中数学新课程深化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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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数学探究的出陈易新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　 　 ３１００００　 　 俞　 昕

　 　 【摘　 要】 　 基于新课程背景的第十届高中青年教师课例展示给研究课型注入了数学探究的新鲜血液，通过追

溯数学探究的核心精神与价值，从“师与生”“动与静”“思与术”三省数学探究课，最后对课后探究进行展望，以期数

学探究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之后如日方升．
【关键词】 　 数学探究；数学建模；学生主体；独立思考；信息技术

　 　 ２０２０ 年第十届高中青年数学教师课例展示中

第一次引进数学探究课的展示，让笔者耳目一新，也
引发了笔者对高中数学探究的思考，新课程背景下

的数学探究不断地出陈易新．
１　 追溯数学探究

数学探究很早就进入高中数学课标和教材

中［１］，数学探究是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课程的重要

内容，这些内容不单独设置，渗透在每个模块或专题

中．“数学探究” 即数学探究性课题学习，这个过程包

括：观察分析数学事实，提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猜

测、探究适当的数学结论或规律，给出解释或证明．
数学探究有助于学生初步了解数学概念和结论的产

生过程，初步理解直观和严谨的关系，初步尝试数学

研究的过程，体验创造的激情，建立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不怕困难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勇于质疑

和善于反思的习惯，培养学生发现、提出、解决数学

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数学探究与数学建模往往如影随形，“数学建模”
是运用数学思想、 方法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

程［２］，通过实际情景 — 提出问题 — 数学模型 — 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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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果 — 检验 — 可用结果来体现．数学建模为学生

提供了自主学习的空间，有助于学生体验数学在解

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和作用，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

和其他学科的联系，体验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增强应用意识；有助于激发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虽然数学探究很早引起教师们的注意，成为课

堂教学研究的关注点，但在实际的教学中缺少对数

学探究和数学建模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研究，本次大

赛为教师们研究“数学探究” 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下
面让我们一起来三省“数学探究” ．
２　 三省数学探究

２．１　 一省“师与生”
基于数学探究与数学建模过程的持久性与复杂

性，一般的项目式数学探究不可能在一节课内完成，
它需要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阶段，这三阶段

过程中“教师主导” 与“学生主体” 的关系与主次应

该是相对的、缺一不可、互融互通．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可以是教师抛给学生探究

的问题，也可以是学生自主寻找和提出的问题，但是

需要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过滤” ．在“教师主

导” 下“过滤” 出“好问题”，比如“探究茶水水温的

变化规律”“停车距离问题”“关于介质与距离对

ＷｉＦｉ 信号强弱的影响”“正方体截面的探究”“身高

与鞋码” 等问题．有了“好问题”，学生就有了研究方

向，为“学生主体” 提供了驰骋的疆场，让“学生主

体” 的作用尽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问题的解决过程，从场面上看，问题解决

的过程是以学生为主体，但其间涉及到探究步骤、分
组合作等问题，就需要“教师主导” 来进行一系列协

调．经过教师的协调，问题探究的过程一般分为“课
前、课中、课后” 三阶段，课前任务是小组自主探究，
包括完成研学方案、小组完成探究任务、完成前期报

告等，课中任务是小组间合作探究，包括各组展示、
课上交流和师生释疑等，课后任务是拓展探究，包括

确定拓展内容、完成探究报告等．
最后是问题的成果汇总，以数学建模为例，完成

一份探究报告，需要建立模型，分析误差Þ优化模

型，检验模型Þ联系实际，解决问题Þ归纳小结，拓
展提升．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小组选择的模型会有

差别，比如在探究茶水水温的变化规律时，分别有选

择一次函数、幂函数、对数函数、双曲线型函数等不

同模型，此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模型，组织

各小组相互交流．各小组先介绍为何选择各自的模

型，然后小组之间对彼此的模型进行优劣性分析，优
化彼此的模型，其间有思维火花的碰撞，充分体现学

生主体性，最后在教师的主导下，各小组确定模型，
当然模型的选择不唯一，可以是多个小组研究同一

个模型，即使是同一个模型，不同小组研究模型的数

学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２．２　 二省“动与静”

一次成功的探究之旅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
即合作交流与独立思考有效结合．从数学学科的特

殊性来看，数学探究应首先侧重独立思考，因为数学

理性思维的培养是需要学生思维的积累与沉淀，学
生只有静下心来针对某一个问题长时间思考研究才

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和境界，表面的热闹与浮夸的

讨论对于深层次思考没有实质性帮助．但作为开放

性的数学探究，合作交流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数学

探究（尤其是数学建模类的数学探究式项目学习）
需要调动学生不同的优势智能，不同的学生拥有不

同的优势智能，通过适度有效的合作交流，学生之间

可以形成智能互补，弥补自身独立思考之后的思维

盲点与漏洞．
一方面，数学探究为独立思考提供良好的土壤．

比如在“正方体截面的探究” 中，教师布置学生进行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五大任务，九个设问完成一份研

学报告．教师抛给学生预设的探究任务：（１） 查询研

究背景；（２） 寻求相关知识；（３） 研究截面形状；（４）
掌握截面作图；（５） 尝试实践应用．通过问题串给学

生提供研究方向和提示，使探究落到实处：（１） 生活

中，常见的截面实例有哪些？ （２） 实例中哪些相关

问题的解决需要截面？ （３） 在高考知识范畴中，哪
些内容有截面的“踪迹”？ （４） 什么样的图形才能作

为几何体的截面？ （５） 请利用实物模型或者技术工

具（３Ｄ 绘图软件） 等手段，模拟正方体截面，并总结

正方体截面有哪些不同的形状？ （６） 结合所得到的

截面的形状特征，说明它们的性质并尝试证明，其中

需要用到哪些数学原理？ （７） 能否将截面补全？ 如

何操作？ （８） 在正方体 ＡＢＣＤ⁃Ａ１Ｂ１Ｃ１Ｄ１ 中，Ｅ，Ｆ，Ｇ
分别位于三条棱上，如何作出过 Ｅ，Ｆ，Ｇ 三点的截

面？ （９）“方矩管” 是钢材料中常见的，它的直截面

为标准正方形，这种材料在使用中多用于建筑的支

撑结构．若某方矩管在使用后留下三个不同位置的

小孔，那么在钢材料回收时，应该如何切割（沿同一

平面） 呢？ 以小组为单位，要求每位组员都将教师

布置的任务和设问进行深入自主探究，然后通过组

内交流将组员的探究成果先进行汇总形成小组的探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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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这样避免了在数学探究过程中“少数人探

究，多数人看热闹” 的现象，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

接触到探究的核心问题并进行积极思考．
另一方面，数学探究为合作交流提供良好的场

域．课中的合作探究事实上是一种组间交流，每个小

组都会向大家介绍如何发现截面，如何寻觅截面，如
何研究截面，如何应用截面．其间涉及到探究的核心

问题：（１） 研究正方体的截面形状分类（是什么）；
（２） 研究正方体的截面形状特征（为什么）；（３） 研

究正方体的截面作图方法（怎么做） ．各小组为准备

这场展示汇报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发挥小组成员的

各项优势智能，拥有数理逻辑优势智能的学生负责

处理核心问题，拥有人际优势智能的学生负责汇总

组内成员的研究成果，拥有空间视觉优势智能的学

生负责制作模型，拥有语言优势智能的学生负责进

行汇报，等等．每个小组展示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各不相同，都给其他小组带来

意外的惊喜，让其他小组也受到一定的启发，此外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通
过组间交流能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２．３　 三省“思与术”

从本次全国优质课展示来看，目前的数学探究

区别于以往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息技术的强力加

盟，这便引起我们思索“思维与技术” 的辩证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 ＥＸＣＥＬ、图形计算器、ＧｅｏＧｅｂｒａ

等软件在数学探究与数学建模课堂上显示强大功

能，教师与学生都能够熟练运用这些信息技术软件

进行各种数据的处理．比如函数模型的拟合，其间涉

及大量比较复杂数据的运算，借助于 ＥＸＣＥＬ 或图形

计算器确实能快速地完成运算和函数的拟合；再比

如在探究正方体截面时，有小组运用 ＧＧＢ 软件模拟

正方体截面形状，三维动态立体图形形象直观，弥补

有些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不足．在优质课展示的现

场提问环节有教师提问：如果我们的学生不会使用

图形计算器等软件，那么这堂课该如何处理？ 这个

朴实无华的提问也引起了笔者的反思．笔者感觉信

息技术已经登上了舞台，但是要成为学生学习数学

的日常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对学生进

行各方面信息技术操作的培训．每个地区的情况还

都不一样，比如浙江省目前将“通用技术与信息技

术” 课程列为学考科目，而且作为高考“七选三” 选

考科目之一引起学生比较高的关注，尤其是将“通用

技术与信息技术” 作为选考科目的学生对于信息技

术的使用比较熟练，可见信息技术的培训已成为当

务之急，这也是当代数学教育的趋势．
其次，强大的信息技术代替不了更强大的数理

逻辑思维．数学探究课如果一不小心演变成信息技

术满天飞，课堂中充斥各种花哨的信息技术手段，那
么也许就背离了数学探究的初衷．数学核心素养中

有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直观想象、数学运算［３］，而数

学建模与数据分析侧重的仍然是蕴含其中的数学思

想方法，比如如何建立模型、如何优化模型、如何处

理模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信息技术只

是在求解模型过程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再如如何进

行数据分析，选择怎样的指标来处理数据等问题，信
息技术是在处理大量繁杂数据时的一种辅助工具．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是数学探究的一种有效的辅助

工具，它能让数学探究变得更高效、更准确，但它不

能成为数学探究的主角，数学探究的主角永远是思

维，信息技术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３　 展望数学探究

本次全国优质课的展示为我们一线教师如何上

好数学探究课奉献了一场饕餮盛宴，由于展示是执

教教师以说课的形式进行，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

是数学探究或建模课的课中情形，更能看到课前的

情形，但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些执教教师把数学探

究分成为“课前、课中、课后” 三阶段，但可能由于展

示时间有限，未能把课后的探究完整展示出来，只是

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课后探究也尤为重要，通过课前

组内交流、课中组间交流后，每个小组都有遗憾和收

获，带着这些遗憾和收获可以做很多后续的改良与

调整，最后结合头脑风暴、集体智慧将每个小组的探

究成果优化，可以形成研学报告或研究论文等成果，
教师可以将这些成果集结成册进行推广．甚至在此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发现新问题，又可以形成一

个绝妙的数学探究的新雏形，因此每次数学探究的

结束是另一次探究之旅的开始，这亦是我们对数学

探究美好的展望．

参考文献

［１］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

［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０７．
［２］ 　 王颖喆．关于中学数学建模教与学的思考［ Ｊ］ ．数学通

报，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３］ 　 章建跃．核心素养统领下的数学教育变革［ Ｊ］ ．数学通

报，２０１７（０４）：１⁃４．

作者简介 　 俞昕，女，硕士．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数

学文化、数学校本课程等．

８

　 ＺＨＯＮＧＸＵＥＳＨＵＸＵＥＺＡＺＨＩ　 　 　 　 　 　 　 　 　 　 　 　 　 　 　 中学数学杂志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