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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标的修订，课程标准对于数学课堂的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同

时兼并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进一步打造数学高效课堂，充分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是当下的热议问题。

为此，本文从“导”、“授”、“练”、“思”、“固”五个环节入手，结合新课程标准探究课程导入、

内容新授、课堂练习、课堂反思、课后巩固的相关策略，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率，进而实现新课

标下中学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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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vis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also put forwar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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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 How to impart knowledge in ma-
thematics teaching and merg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further create an efficient 
mathematics classroo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is a hot prob-
lem at present.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rom the “guide”, “teaching”, “practice”, “thought”, “solid” 
five links, combined with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o explore curriculum import, content, 
classroom practice, classroom reflection, consolidate after class related strategy, optimize teach-
ing strategy,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realize the new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fficient 
classroo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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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版数学课程标准更加注重发挥教育的育人导向功能，重视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基础

下把握“导、授、练、思、固”这五环的教学策略，充分协调“教”与“学”的关系，最大限度的提高

教学效率，可实现中学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 

2. “导”：聚焦核心素养，面向学生未来 

“导”即课程导入，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一切高效课堂的基础，同时也为教学能力良

性循环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1]。在这一环节，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并且要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充分发挥教育教学的育人功能。 

2.1. “导”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课堂导入环节教师应设置一些与所授内容相关的小故事、趣味游戏、生

活实例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从被

动地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从“应学”转化为“想学”、“愿学”，从而达到“课未始而兴已浓的”的

效果。 
例如在进行用二分法求方差近似解的导入时可将李咏主持的一档叫《幸运 52》节目导入，里边有一

个猜商品价格的环节，当看到商品后，首先应对他有一个价格定位，然后选一个中间价格出价，如果不

是，主持人会提醒你猜高了或者是猜的低了，就可以把价格区间限定在一个更小的区间里，继续取中间

值，依次报价，就可尽快猜到商品真实的价格。学生出价，老师只需要回答“高了”或“低了”，价格

就会很快被猜出来。这个故事既有趣又能与学生互动，同时也为求二分法近似解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如此一来，本节课的氛围就呈现一派乐学气象，真正实现了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的教学理想。 

2.2. “导”素养，落实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2]。在进行课程导入时应侧重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潜移默化进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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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充分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  
例如在进行指数函数或者对数函数这一知识的导入时，可向学生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

值的变化曲线图，在切入课题的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迅猛，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潜

移默化中灌输爱国理念，激励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青春。  

3. “授”：加强课程综合，注重学习关联 

“授”即内容新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也是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直接关乎着教学质量。2022
版数学课程标准要求教学要注重课程的综合性，这就意味着在进行内容新授时要考虑新授内容核心要点

与学生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构建数学知识框架，同时还要建立学科之间的关联，进行跨学科

主题学习。 

3.1. “授”新知，构建数学知识框架 

在进行课程内容新授时不仅要“授”新知还要“联”旧知，通过寻找联结唤醒“昨天”、沟通“今

天”、迁移“明天”，从而建构出一个以本质关联为纽带的知识框架[3]，帮助学生形成结构思维，发展

学生学习迁移能力，进而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打造高效课堂。 

例如在讲授弧度制这一知识时，可联系初中所学的弧长公式(
180

rl α
=
π )，给定一条以 O 点为端点的射

线，在此射线上取线段 ( )OA OA r= 和线段 ( )OB OB R= 使它们分别绕 O 点逆时针旋转α 度得到新线段

OA′和OB′  (如图 1)，利用弧长公式则可得到弧长
180

rAA απ′ = ，弧长
180

RBB απ′ = ，而
180
π

是一个常量，由 

此可知角度只与所对弧长 l 与半径 r 有关，由此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弧度值等于弧长与半径的比值 

( l
r

α = )，这种用弧长与半径之比度量对应圆心角角度的方式，叫做弧度制。即回顾了初中所学知识又 

让新授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建立了联系，有助于学生知识框架的构建与迁移能力的发展。 
 

 
Figure 1. Line segment rotation display diagram 
图 1. 线段旋转展示图 

3.2. “授”关联，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与其他学科之间不是割裂的，它与其他学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并且《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明确提出教学要围绕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设置“跨学科主题”

学习活动[4]。因此在进行数学教学时一定要把握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让学生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 
例如在讲授三视图这一知识点时，可引入语文学科中的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其中的“横看成岭”就是数学中说的主视图，“侧成峰”就是描述的侧视图。这样一来就将数学与语文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学科建立起了联系，更有利于学生对于所学进行跨学科思考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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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创设真实情境，突出实践 

“练”即课堂练习。课堂练习对于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课改背景下，课堂练习不仅

要以教材为基本载体，还要突破教材的限制与束缚[5]。因此，要想打造一节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就需要

教师将本节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进行联系，在巩固本节所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进而提升

教学效率。 
例如在进行指数函数这一知识的课堂练习的习题设置时，可设置银行利息问题。如：某储蓄银行按

复利计算利息，若本金为 a 元，每期利率为 r，设存期是 x，本利和(本金加利息)为 y 元。问：1) 本利和

y 随存期 x 变化的函数表达式；2) 若存入本金 1000 元，每期利率为 2.25%，试计算 5 期后的本利和。为

学生创设真实情境，即让学生明白了数学来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的含义，又锻炼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 

5. “思”：着力培养创新意识，发展批判思维 

“思”即课堂反思，课堂是学习活动的主阵地，而新知识的学习无疑是课堂中的主要活动，而且课

堂反思对于课堂教学效率的影响巨大，因此，教师要将新知识的学习视为培养学生反思能力的重要途径

[6]。而对于课堂反思，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思”方法与“思”创新。 

5.1. “思”方法，积累解题技能技巧 

“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在讲授完新知之后，一定要及时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反思，反思本节所

学的重点、难点以及易错点，并对方法技巧进行归纳总结，从使学生从利用知识点学会做一道题转变为

会做一类题，进而使教学效率最大化。  

例如练习不等式这一知识时，通常会设置确定取值范围这类题型。如：已知 0
1

x
x

≥
−

，且 ( )22 0x − ≥ ， 

求 x 的取值范围。求解此题是学生通常会忽略“x 是否大于零”这一隐藏条件，而对于求解不等式时我们

首先就要考虑 x 的取值是否大于零，再进行计算，这也是学生的一大易错点。因此在学习本节内容时对

于此类题型需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与总结，明确此类题型的解题技巧与方法，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5.2. “思”创新，形成批判思维 

新的课程标准下，教育所培养的一定是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学生，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敢于质疑、勇于探索的批判

思维，进而打造高效课堂。 
例如在讲解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的推导时，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其推导方法，先给出常

见的一种推导方法。假设等比数列 1a 、 1a q 、 2
1a q 、�、 1

1
na q − 前 n 项和为 nS ，其中 1q ≠ ，利用恒等变

形法可得： 
由于 

( )2 1 2 1
1 1 1 1 1 1n na a q a q a q a q q q− −+ + + + = + + + +� �  

联想因式分解公式 

( ) ( )12 1
1

1
1

1

n
n

a q
a q q q

q
−

−
+ + + + =

−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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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1 1 1n nq q q q q −− = − + + + +� ，即
( )1 1

1

n

n

a q
S

q

−
=

−
。 

然后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的出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再给出第二种方法，以此

来拓宽学生思路，培养其创新精神。 
由于 

( )
( )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n n n n

n n n

n n

n
n

a a q a q a q a a q a q a q a q a q

a a q a q a q a q a q

a q a a q a q a q a q

a qS a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 1 1
n

n na qS a q S+ − = ，则
( )1 1

1

n

n

a q
S

q

−
=

−
。 

之后，向学生设问，只有这两种方法吗？这俩两种方法是最简便的方法吗？激发学生探索，培养学

生批判思维。 

6. “固”：促进学生积极探究，发展模型观念 

“固”即课后巩固，主要表现为课后练习。课后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课

后练习来进行巩固，来促进学生对于新授知识的吸收，课后练习的效果也影响等着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

课后练习对于打造高效课堂有着很多的影响。课后练习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学生知识的吸

收，加深其掌握程度，二是对于学生模型观念的培养。 

6.1. “固”掌握，加深学习效果 

课后练习主要目的是为了学生能够对本节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以求对所学知识能更深层次的理解，

从而提升对于新知的吸收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课后练习中习题的设置需要遵循三个原则：层次性原

则、针对性原则、综合性原则[7]。 
例如在对于不等式这一知识点课后习题的设置时，可先设置一些简单的填空题、选择题，再设置一

些略难的应用题。此外，可根据学生的易错点，如：忽略不等式成立的条件、忽略所选值正负的判断，

穿插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题，从而加深学生对于新知的掌握程度，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打

造高效课堂。 

6.2. “固”观念，形成模型观念 

2022 版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注重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使学生形成一定的数学

观念。模型观念是数学观念中的一类，因此培养学生数学模型观念成为了中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而课后练习是培养学生数学模型观念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解题术归纳出解题的一般

方法，通过总结解题的方法得出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然后再通过数学思想的理解与运用，形成正确的

数学模型观念，使学生能自觉地感受数学、运用数学，培养一定的数学素养[8]。 
例如教学“几何图形初步”这一章的学习之后后，设置课后练习时，教师可通过让学生们为自己的

亲友做一些小礼物(折纸鹤、做小动物模型等)，并对其包装盒进行设计。这样一来，使学生调动这一章中

图形展开、角平分线等概念、方法去完成实践任务，从而真实地学会用模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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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新课标下中学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课堂教学“导、授、练、思、固”五个

环节环环相扣，充分协调五个环节的教育教学工作，把握每一环节的教学特点，发挥教学机智，紧扣课

标，坚持育人导向，方可打造高效课堂。以上便是笔者的一些拙见，希望能为其他学者对于高效课堂的

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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