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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核心素养

高中数学蕴含着极其庞大的

知识体系袁而且各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非常紧密尧复杂袁包括函数建
模尧基本初等函数尧函数导数以及
函数性质等遥 因为这些知识点的
学习难度极大袁所以有必要对其
进行统整袁进而落实大单元设计袁
即从整体的视角出发袁对大问题尧
大知识体系进行化解袁形成一个
个细小的问题遥

一尧根据教学内容袁设计单元
主线

新课标视域下袁教师需要深
度分析教材袁领悟编者意图袁这样
才能把握正确的教学方向袁才能
够以核心素养为引导袁落实学科
育人的最终目的遥 在组织教学之
前袁教师要深入研读新课程标准袁
这样才能把握接下来的教学方

向袁 才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
束缚遥 大概念的分析是数学单元
教学活动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袁
教师要对大概念进行准确的分

析袁 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出重点和
难点袁以此设计大单元教学主线遥

例如袁叶数列曳这一单元要实
现的目标有院让学生理解数列的
概念袁掌握数列知识的运用方式袁
能够运用等差数列公式的前n项
和公式尧中间项公式等处理一些

数学问题遥 通过对叶数列曳单元内
容的剖析可以发现袁这一单元的
教学涉及如下数学核心素养的培

养院数列的推导和应用与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密切的联

系曰 数列的构建与培养学生的数
学思维能力有密切的联系曰数列
的知识还涉及数学符号和数学知

识的应用遥 所以袁教师可以通过
对叶数列曳单元的知识重点和教学
要求的剖析袁根据数学核心素养
的要求袁确定与数学核心素养相
关的教学目标袁并设计大单元教
学主线袁把数学核心素养的理念
融入课堂教学之中遥 这样袁在科
学设置数列单元教学目标的同

时袁 还可以发挥正面的目标引领
作用袁并与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要求相结合袁引导学生对数学知
识展开学习和探究袁从而保证数
列教学活动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

指导效果遥
在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袁

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大单元教学的

主线袁能够聚焦单元内容主题袁引
导学生进行结构化与关联性学

习袁从而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遥
二尧基于单元主线袁设定单元

目标

大单元教学设计中一般都包

含一条知识主线袁以此为牵引袁才
能够顺利地将概念尧命题形式尧分
析思路以及解题方法等统筹在一

起袁形成一条完整的知识链遥 将
教材中零散尧无序的知识点串联
起来袁就能够形成一个有序的整
体袁也能够使知识之间的联系更
为紧密袁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
象袁易于其架构知识网络遥 在设
定大单元教学目标之前袁教师要
从教学内容尧学情分析尧重难点知
识等维度进行单元目标设计遥

例如袁在教学叶条件概率曳时袁
首先要明确本节课知识是概率必

修知识点的延续袁需唤醒学生的
已有认知遥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袁
学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

和活动经验袁教师只有对学情展
开全面调研袁才能基于数据进行
客观分析袁进而匹配适切的教学
目标遥 其次袁教师要解读新课标袁
明确教学中要掌握和概率相关的

知识尧技能袁积累数学思想方法以
及活动经验袁从而实现发展学科
综合素养的目标遥 最后袁结合学
情以及课程分析的解读袁教师可
设定单元总目标院深刻理解条件
概率与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袁能
够进行简单的计算曰重视概念的
归纳尧抽象等环节袁促进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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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提升遥 针对这一目标袁
教师还可以进行以下细化院

目标1院初步建立对条件概率
的认知袁结合列举实验的样本空
间袁了解条件概率其实就是缩小
了样本空间的概率遥 通过这一目
标让学生经历由特殊推及一般的

过程袁并能从中提炼出条件概率
的本质意义袁掌握如何计算随机
事件的条件概率遥

目标2院基于古典概型梳理条
件概率与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遥

目标3院以条件概率公式为基
础导出乘法公式袁进而解决随机
事件的概率计算问题遥

目标4院通过对条件概率这一
概念的归纳尧抽象等一系列思维
活动袁发展学生的抽象能力遥

在概率论中袁随机事件的独
立性尧条件概率是两个重要的概
念袁拥有极其关键的地位袁在理论
和实践方面都有着极其广泛的运

用遥 基于条件概率袁能够推导出
两个独立事件的概率乘法公式尧
全概率公式等袁这是用于求取一
类复杂事件概率的重要工具曰当
学生能够完全掌握之后袁便能更
深刻地理解概率的意义遥 鉴于上
述考量袁笔者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袁
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条件概率的两

种方法袁能够直观感知事件的独
立性袁能够基于其定义展开有效
的验证遥

三尧紧扣单元重点袁渗透数学
思想

在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袁
教师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

主动性袁使他们能够展开独立的
思考袁在合作交流的前提下袁顺利
完成知识探索遥 在核心素养视域
下袁学生不仅需要对数学问题产
生积极的求知情绪和探索情绪袁
还要能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袁能
够由抽象到直观袁由特殊推及一
般袁这样才能深度挖掘自身潜在
的学习动力遥

以叶等比数列曳的教学为例袁
教师首先需要研读本单元的教学

重点袁准确提取其中的知识重难
点尧关键点以及学生的易错点袁然
后将核心素养融入其中遥 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袁如果使用枯燥的数
学语言对数列的概念进行表述袁
必然会使学生觉得抽象复杂尧难
以理解遥 因此袁教师可以将其落
实于一系列数学活动中袁创设教
学情境袁设计关联问题袁这样就为
学生的认知和理解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平台袁使其更轻松地掌握知
识难点遥

首先袁借助图形渊如下图冤带
领学生回顾一般函数的研究顺

序袁 然后将其引入等比数列的学
习过程中遥 教师抛出问题袁学生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探究尧解决这
些问题遥 在相互交流以及思维碰

撞的过程中袁学生就能够主动联
系数列知识袁建立完整的认知遥

四尧设计实践活动袁建构数学
模型

高中生在内化数学知识的过

程中袁还要自主完成数学模型的
构建袁进一步提高数学探究能力袁
这样才能提升科学素养遥 数学模
型的建构常常源于现实生活袁需
要学生从旧知出发袁主动联系新
知袁这就是能力提升的过程袁也是
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变袁能够促使
学生不断反思内化袁不断巩固所
学袁不断学以致用遥

以叶指数函数曳的教学为例袁
很多学生学习指数函数的定义和

性质时袁只是简单地进行理解和
记忆袁解决书本上的习题遥 实际
上袁在我们的生活中袁和指数函数
相关的应用极为普遍袁包括银行
的理财基金尧房贷的利率计算等遥
如何才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

活实践中袁就需要教师进行恰当
的设计袁选择合理的契机引入这
些生活内容袁引导学生从生活的
视角出发袁构建数学模型袁掌握新
知袁发展核心素养遥

总之袁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袁大
单元教学能够使学生对整个单元

的知识体系建立宏观认知袁更好
地深入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与探

究过程中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大单
元设计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袁
同时还要提高其趣味性尧灵活性袁
这样才真正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袁才能够使其利用所学有
效输出袁全面提高自主学习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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