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２ ３ 年 １

－

２ 月 下旬 （高中 ） 高三复习研究 中 小学数学

问 题 导 思 指 向 素 养 的

一

基于单 元教学视域下 高三一轮 复 习 教学模式的构建

工 其 省 南 京 ｔ 南 京 坪 笟大 ｆ 附 属 柘 子 中 ｆ嘴 自 棒 ３ｔ

１ ． 问题提出

指 向 素 养 的 学 习 ， 必然是认 知策略提升 的 学 习 ，

也必须是 问 题解决能 力提高的学 习 ． 然而现实课堂教

学实践 中 重认知识记 ， 轻思维策略培养 ； 多解题模式

套路模仿 ， 少 问 题解决能力 的提升指导 ． 因此 ， 如何在

广义的 知识与技能传授 的课堂教学实践 中 ， 提升学生

的学科认知 策略和 问 题解决能力成为亟 需解 决 的 问

题．

以 下 笔者将依据 高三数学
一

轮复 习 的 内 容与 目

标要求 ， 结合
一

轮复 习 课堂教学实践的现状与 困 境 ，

依据心理学家科勒 （ Ｊ ． Ｍ ． Ｋ ｅ ｌ ｌ ｅ ｒ ） 的 ＡＲＣ Ｓ 模型理论 ， 基

于单元教学设计 的理念 ， 构建
“

问 ＋题 ＋
（ 导 ）

＋思
”

的课

堂教学模式 ， 达到 高效课堂 的创 设 ， 追求真 正指 向 素

养学习 的课堂教学 ．

２ ．高三数学
＿

轮复 习课堂教学实践的现状及应关

注的几个 问题

２ ． １ 高三数学
一轮复 习课堂教学实践的现状

高 中 数学
一

轮复 习 需要对高 中 阶段各 章节 的 知

识点进行全面系统 的总结归纳 ， 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的

框架体系 ， 帮助学 生达到加 强知识 间 的 关联与 再理

解 ， 达到知识 内 化 的 目 标要求 ． 然而课堂教学现状 多

体现为 ： 知识分章节梳理 ， 专题零碎缺乏关联理解 ；
经

典例题重 复评讲 ， 缺乏知识方法再理解 的提升 ： 课后

练习 解决缺乏感悟提升过程 ， 无法达到知识 的 内 化 ，

（接上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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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回顾 本题前两 问通过常规 的求切线和求证

函 数单调性 ， 给予 了 第三 问
一

定 的提示和 启 发 ， 第三

问尽管题型和设 问方式新颖 ， 但是借助于 已掌握 的解

题方法和 己有知识 ， 并受前两 问 所获结论 的 启 发 ， 探

索新方法并进行 常规化求解 ， 即 通过构造差 函 数求

导 ， 借助第二 问 的结果得到差 函 数 的增 减性结论 ， 从

而获证 ．

分析 数学思想 中 ， 化归 （转化 ） 的思想最为常见 ，

即 构 建新 的数学 问 题 和 已解决 了 的 数学 问 题之 间 的

联系 ， 迁移 己有 的 知识 ， 利 用 己 知 的知识和方法解决

新 的 数学 问 题 ． 本题正是通过化归 、 分析 ， 构造 函 数 ，

从而 降低 了 难度 ． 寥寥几行过程就简洁有力 的证 明 了

第 ２４ 页

命题 ， 然而其 中 的 思想过程却 是 曲折 的 ． 此题之难在

于思与想 ， 即思考与想象 ， 简 曰 ： 思想 ．

反思 对于这样 的
“

难于想 易 于写
”

的数学 问 题 ，

正是高考改革后 的试题倾 向于考察学科素养 的体现．

本题从思想上重点考察 了抽 象和推理 ， 从知识上重点

考察 了 连续 函数 的特征性质一一单调 性 以及用 导数

研究初等 函数 的方法 ． 题 目 还考察 了 学生 的研究性学

习 能力 ， 针对新 题 型 ， 从未 见过 、 没有直接经验 的 问

题 ， 能 否 自 己探索 出 解决方法 ． 在 日 常 的学 习 和 备考

之 中 ， 要让学生反思 自 己解题 的 时候是 否把握住 了 数

学 的 学科特点 ， 是否注意 了 知识之 间 的联 系 ， 在应用

知识解决新 问 题之后有没有总结迁移知识 的过程 ， 并

对试题有认识 、有评价 ．

启 发 学生在今后 的 学 习 和备考 中 应该重点掌握

数学 的本质 内 容 ， 避免
“

题海战术
”

和高三阶段的模式

化做题 ， 尤其是机械性答 写 而不反思 思考 的情况 ． 考

试时也应避免机械性套用 ， 而是要勤于思考 ， 联系之

前所学得 出针对试题解决的方法 ． 这样才能切实提升

数学素养 ， 从而顺应新高考改革方 向 ， 成为会思考 ， 敢

于直面解决任何 问题的人才 ！



中小学数学


无法真正达到 问题解决能力与素养的提升 ．

２ ．２ 高三数学一轮复 习课堂教学应关注的几个问

题

高考数学
一

轮复 习 ， 在 系统复 习 各 章 节知识方

法 ， 构建知识框架的 同时 ， 还需要关注 以 下几个 问题 ：

高考数学试题为什么 要命制 相 关专题 的 数 学 问 题 ？

相关 问题有哪些题型 、呈现方式 、 设 问 角度 、 问题情境

与实际应用等 ？ 学生要解决此类 问题需要哪些知识 、

方法技能 的储备 ， 涉及的数学学科本质是什么 ？ 新高

考考 向 由
“

解题
”

到
“

问题解决
”

的转变 ， 对学生提 出 了

哪些关键能力与学科素养的要求 ， 在对应专题模块 问

题命制 中是如何体现的 ？ 构建怎样的课堂教学模式 ，

如何搭建知识关联 ， 才能促进能力整合 ， 真正达到知

识方法的掌握与能力素养提升的双丰收 ？

３ ．单元教学设计理念下的
“

问题导思
”

教学模式的

构建

单元教学设计是指在整体思维 的指导下 ， 对相关

教材 内容进行统筹重组和优化 ， 突 出 数学 内容的主线

及其知识 间 的关联 ， 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单元进行整体

循环改进的动态教学设计 ． 其在教学模式的构建过程

中 的优势体现为 ： 从
“

逐个
”

知识点 的
“

了解
”

和
“

识记
”

的课时 目 标 ， 转变为数学知识的整体框架和知识体系

的完整构建的教学 目 标 的升级 ； 从期望学生
“

学会什

么
”

结果 的评价到
“

学生何 以 学会
”

中过程与结果并重

的学 习 评价 多元化的升华 ， 同 时对教材 中 具有
“

某种

内在关联性
”

的 内 容进行分析 、 重组 、 整合 ， 在整体教

学观 的指 导 下 ， 能从不 同 角 度与 方法 中 做到 多 向 切

入 ， 实现思维的灵活性 ， 引 导学生探宄 问 题解决 的思

维过程 ， 达到高阶思维能力 的培养与提升 ， 优化 了 教

学效果 ．

为 了达到高效课堂 的创设 ， 追求真正指 向素养学

习 的课堂教学 ， 基于单元教学设计的优越性 ， 构建 以

下
“

问 ＋题 ＋ （ 导 ） ＋思
”

的课堂教学模式 ， 具体 的课堂实

践过程包括 ：

“

问
”

中 思 ， 体系构建 、 思知思法 ： 利用 问

题组 串 ， 搭建知识关联 ， 促进能 力整合 ；

“

题
”

导思 ， 查

漏补缺 、 策略指 引 ： 倡 导 思维开放 ， 追求方法 多 元 ， 注

重策略提升 ， 同时借助师生对话 ， 超越备课预设 ， 实现

建构创生 ；

“

悟
”

中 思 ， 思想 引 领 、 能力培养 ： 依据真实

情景 ， 真实考题 ， 追求真实学 习 ， 感悟知识 ， 发展能力 ．

４
“

问题导思
”

课堂教学实践

心理学家科勒 （ Ｊ ． Ｍ ． Ｋｅ ｌ ｌ ｅｒ ）指 出 ： 在教学过程中

为维持学生 的学 习 动机水平 ， 在教学活动 中 ， 应针对

２０ ２３ 年 １
－

２ 月 下旬 （高中 ）

教学 内 容的特点构建学生与教学 内 容的关联 ， 在教学

活动 中 维持学生对知识 的注意 、 相 关性提醒 、 问 题解

决 的信心与满足感 的维持 ， 激活学生思维参与 ， 提升

学生认知学习 的效率 ．

教师进行怎样的
一

轮复习课堂教学实践 ， 才能让

学生愿意听 ， 愿意做 ， 愿意思考 ， 做到课前想听 、课 中

听懂 、 课后会做且做对 ， 切实提高课堂复 习 效率 ． 需要

依据学生的认知学 习 的心理机制与规律 ， 遵循
“

问
”

中

思 ： 思知思法 、

“

题
”

导思 ： 查漏补缺 、

“

悟
”

中思 ： 能力培

养 ， 让思维的参与贯穿 教学过程的始终 ， 切实提高学

生课堂活动参与 的主动性与深度 ， 激发并维持学生的

学习动机 ， 达到
一

轮复 习 高效课堂的创设 ．

４ ． １

‘ ‘

问
”

中思 ：体系构建 、思知思法

《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 》 （ ２０ １ ７ 年版 ）强调落实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 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应把握好数学

的本质 ， 通过创设合适 的教学情境 、 提 出 合适 的数学

问 题去 引 发学生思考 与 交流． 可 见 问 题 是 教学 的 核

心 ， 但单
一

孤立的 问 题不利于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 ，

因此利用 问题组串 形式 ， 将单元章节的 内 容系统饱满

的呈现在学生面前 ， 可 以有效的促进教学结构 的优化

和知识体系 的构建 ， 以 问题 的梯度激发学生进行连贯

的持续的思维活动 ，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

【 问题呈现 】

问题 １ 什么 叫解三角 形 ？

问题 ２ 如何解三角 形 ？

问题 ３ 三角形中有哪些相关的性质与定理 ？

问题 ４ 正余弦定理能够解决哪些解三角 形 问题 ？

问题 ５ 解三角形 问题 中 ， 包括哪些常见的 问题类

型 ？

问题 ６ 解三角形 问题学 习之后 ， 为什么 没有学习

解四边形 、 五边形和解多边形 问题 ？ 我们是否有解决

此类问题的能力 ， 如何解决 ？

【设计意图 】 通过启 发性 问 题组 串
，
搭建知识 关

联
，
促使 学 生 多 角 度 问 题思 考 ， 有 效 复 习 基础知识

，
问

题 带动 旧知 回顾
，
理顺知识 关联 ，

促进能 力 整合 ．

数学是抽象的形式化的思想材料 ， 全靠学生独立

感悟探 究建立知识体系框架 的难度较大 ， 学生要学会

章节知识体系 的构建过程 ， 离 不开教师 的 启 发 引 导 ．

因此教师通过适当 的启 发性 问题 串 ， 引 导学生通过 自

己 的 思维活动 ， 将零散 的数学知识整合重组 ， 逐步完

成体系构建 ， 使数学知识与 能力得 以生长 ， 数学思维

得 以发生发展 ．

高三复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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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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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

题
”

导思 ：查漏补缺、策略指引

设置关联 问题 ， 引 导学生探究 ， 让学生提 出 问题 、

解决 问题 ， 经历
“

四能
”

提升过程 ， 学生对 比不 同解法 ，

总结解题思路 ， 收获数学解题思想与方法 ， 在辩证 中

激发深度思维 ， 营造学生能力发展的课堂环境 ， 使课

堂环境氛 围 自始至终贯穿全程． 使教学 回 归学生能力

培养的初衷 ， 回 归学生的 自然 ．

例 １在 直 角 三 角 形 ＡＢＺ） 中 ， ＺＡＢＩ？ 
＝

４５
°

 ，

＞４０ 

＝
３及 ， 求 ＳＺ） 的长．

解题方法 ： 勾股定理 ．

【设计意图 】 因 直 角 位置 需要讨论 ，
问 题两 解的

出 现
，
引 导学生在公式定理的识记基础上 ，

加强分析 、

作 图和數学表达能 力 的关注 ．

例 ２ 在 三 角 形 中 ， 乙４班）
＝ ４５

。

， 仙 ＝ ６ ，

仙＝ ３芯 ， 求抑 的长．

解题方法 ：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方程思想 ） ．

【设计意图 】 对解三 角 形 问 题 中 相 关 定理 的 运

用 与 再认识 ．

０ ！ ｜３ｆｔＡ ＡＢＤ＋  ，ＺＡＢＤ ＝ ４５
°

 ，ＡＢ 

＝
６ ，ＡＤ 

＝

３及 ， Ｆ为线段 ＢＺ） 的 中点 ， 求 ｃｏ ｓＺ ＿Ｒ４Ｆ的值 ．

解题方法 ： 正余弦定理 、三角恒等变换 、平面几何

关系 、坐标化 、 向量法．

【设计意图 】 倡 导思 维开放 ，
追 求 方 法 多 元

，

注

重 策略提升 ． 同 时借助 师生对话 ， 超越备课预设 ， 实现

建构 创 生 ．

能力型 目 标的追求 ， 需要在预设知识与技能传授

过程中关注课堂活动的实现与超越 ， 对课堂过程情景

变化的灵活顺应 ， 才能实现精彩的 目 标生成 ， 才能焕

发 出课堂生命的活力与能力成长的气息 ．

４ ．３

“

悟
”

中思 ：思想引领、能力培养

章建跃博士指 出 ， 教师应该为学生谋取长远利

益 ． 指 向素养的真实学 习体现在基于学情的课堂教学

实践 中 ， 针对不 同 问题分层处理 ， 预设课堂探宄 目 标

与方 向 ， 从课堂教学整体 出 发 ， 精准定位 ， 开展合作继

续拓展延伸 ， 追求学生课堂利益的最大化 ．

例 ４
－

１在 △ ／ＩＢＺ） 中 ， ／ｙｔａＤ 

＝
４５

°

， ４５ 

＝
６ ， ／！／） 

＝

３及 ． 若 ￡在线段ＳＺ）上 ， 且 ＝ ， 求


？ （补充

题 目 并完成解答过程 ）

０Ｉ

Ｊ ４
－

２ Ｅ^ Ａ ＡＢＤ ｆｐ ，ＺＡＢＤ 

＝
４５

°

 ，ＡＢ 

＝
６ ，ＡＤ 

＝

３及 ． 若 ￡ ：在线段 上 ， 且


， 求三角形 ４ＢＺ）

的面积 ？ （补充题 目 并完成解答过程 ）

【设计意图 】 设置开放题型
，

让学 生在 已 有 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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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基础之上 ，
了 解 问 题设置 的结构形 式 与 解法选择的

根本依据
，
对 方法 的数 学 本 源 有 了 认识 的再深化 ． 感

受 问 题解决 的 必要性 与 自 然性
，

促进学生对 自 身认知

活动 的 感悟
，
引 发 学生形 成 自 身 的 思考 方式与 思维策

略
，
达到 完成对 学生数 学学 习 的 思维方式或思维策略

的指 导 ．

例 ５
－

１在 △ ４ＢＤ中 ，
ｃｏｓＺＡ４Ｄ 

＝

金
，

＝
３及 ，

／！￡ ＝ 你 ？ 若 ￡在线段 ＢＺ）上 ， 且 Ｄ￡ 

＝
２册 ， ⑴求

的长 ；
（ ２ ）求三角形 ￡似 的面积 ．

例 ５
－

２ 在 平 行 四 边 形 ／１ＢＣＺ） 中 ， 以５／） 
＝

４５
°

 ，

仙 ＝ ６ ，＝对 角 线 ／４Ｃ 与 交 于 点 ￡ ， 且

／１￡ 

＝
￡Ｃ ，／）￡ 

＝
２Ｂ￡ ． （ １ ）求 ＲＤ的长 ； （ ２ ）求 

ｃｏ ｓ Ｚ＾ＯＣ

的值 ．

解题方法 ： 无单个可解三角 形时 ， 寻求三角 形 间

的边 、 角对应关系 ， 利 用 正余弦定理 、 三角恒等变换 、

平面几何关系 、坐标化 、 向量等关系 ， 利用算两次的思

想建立方程寻求突破 ．

【设计意图 】 由 习 题到 考题是对教学效果检验

的直接体现
，
同 时也是学生对知识 与 方法掌握程度的

检验
，
是学生能 力 是否提升 的试金石 ． 通过真实 情境 、

真实 考题的解决 ，
完 成此 类 问题解决的 方法总 结与提

炼 ， 形 成 完 整 的知识体 系 的 构建 ，
感 悟课堂学 习 知识

的 同 时发展 了 学科素养 ．

５ ．结语

何为
一

节好课 ？ 在好课的系列标准定义后 ， 笔者

认为
一

节基于学生学情 ， 基于学生课堂 目 标达成 ， 基

于学生知识技能 的获得 、认知策略的提升 、 问题解决

能力 的提高和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就是
一

节好课 ．

无所谓教学 的环节和教学模式 ． 而 间题导思的教学课

堂模式的构建 ， 其用 意在于为指 向素养学 习 的课堂活

动的设置提供策略指 引 ， 同时为他师追求高效课堂实

践的感悟与反思提供思考的起点 ．

最后笔者认为 ， 无环节无模式的课堂 ， 容 易造成

形式散乱而 目 标虚空 ； 然而模式构建的课堂 ， 又显得

目 标单
一

而形式刻板 ， 不利于
“

生成
”

课堂 的创设 ． 那

么 能否构建
一

类课堂教学 的范式与框架 ， 在其范式与

框架 的 内部 ， 利用生成性教学观理念 ， 使得教学 的 内

容与过程在预设的基础上不断生成 、 发展与创造 ， 学

习 目 标的定 向而非定位价值 ， 让每
一

位学生在其课堂

学习 中 ， 依据 自 身的学习 需要与 目 标预设达到不 同层

次的能力提高与素养提升 ．

Ｓ二复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