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院sxjk@vip.163.com
数学教学通讯

> 2024年 7月（下旬）

基金项目院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渊年度规划一般课题冤野耶三会爷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跨学科主题教学实践研究冶渊K23YG1140115冤.
作者简介院杨万机（1979—），硕士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工作，重庆市骨干教师.

“三会”素养导向下
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实践研究

杨万机 重庆市江津中学 402260

咱摘 要暂 野三会冶对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数学教学具有引导性. 在野三会冶的引导下看高中数学教
学方式的优化袁发现将跨学科教学实践有效落实到日常教学中袁可以为高中数学教学开辟
新的空间. 野三会冶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实践思路是院以野三会冶作为跨学科教学
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在研究数学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袁拓展延伸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
法袁思考在哪些学科或领域中可以实现跨越袁然后建立跨学科教学内容主线或教学方法主
线袁引导学生完成跨学科学习. 在评价学生跨学科学习过程与结果的时候袁主要以学生跨
学科体验为评价标准袁坚持面向过程的发展性评价袁来促进学生的跨学科学习体验袁进而完
成跨学科教学实践.

［关键词］高中数学曰野三会冶素养曰跨学科教学实践

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渊2017
年版2020年修订冤曳渊简称新课标冤提
出高中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包

括数学抽象尧逻辑推理尧数学建模尧直
观想象尧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 咱1暂 .
如果将它与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渊2022年版冤曳进行对比袁可以发现两
者有所区别袁后者明确义务教育阶段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是院会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袁会用数学的
思维思考现实世界袁会用数学的语言
表达现实世界渊简称野三会冶冤. 为什
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与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的表述会有这么大

的野区别冶呢钥 实际上袁这只是表达方

式上的区别袁本质上并没有差异. 著
名数学教育专家尧课标修订组组长尧
原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袁在
阐述高中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时就明

确指出袁数学抽象尧逻辑推理尧数学建
模实际上就分别对应着野三会冶袁而另
外三个核心素养要素其实是可以纳

入野三会冶的.
以野三会冶来指导核心素养背景

下的高中数学教学袁显得更加精练且
更具引导性 . 在野三会冶的引导下来
看高中数学教学方式的优化袁发现如
果能够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加

以创新袁将跨学科教学实践有效落实
到日常教学中袁那么就可以为当下的

高中数学教学开辟出新的空间 . 现
就野三会冶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跨学
科教学实践研究袁谈一谈笔者的一些
浅见.

“三会”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

跨学科教学实践思路

新课标的颁布袁意味着教学面临
着新的要求袁需要打开新的局面袁这
主要是通过教学方式来体现的 . 如
上文所说袁数学学科三大核心素养为
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尧会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尧会用数学
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 随着核心素
养概念的提出袁数学课堂教学方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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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变化. 在新课标中袁对教学方式
及其优化也有所阐述袁尤其在教学建
议中提出袁要让学生学会学习. 这样

的教学建议实际上是在强调要将教

学重心落在学生身上袁要让学生在丰
富而生动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充分体

验. 对于当下的高中生而言袁唯有体
验才能让他们积累知识并生成智慧袁
而核心素养的发展也必定以学生的

体验为基础.
促进学生的学习体验袁跨学科教

学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 相对于

传统教学而言袁跨学科教学强调学生
在数学知识建构过程中将眼光投入

更为广阔的领域袁在数学知识运用过
程中将数学思维向其他学科延伸袁同
时将其他学科的知识或学习方法有

机地渗透到数学学习中来 . 因此可

以认为袁跨学科教学实践能够为高中
数学教学带来新的样态袁梳理出野三
会冶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
实践思路袁即以野三会冶作为跨学科教
学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在研究数
学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袁 拓展延伸数
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袁思考在哪些
学科或领域中可以实现跨越袁然后建
立跨学科教学内容主线或教学方法

主线袁引导学生完成跨学科学习. 在
评价学生跨学科学习过程与结果的

时候袁主要以学生跨学科体验为评价
标准袁坚持面向过程的发展性评价袁
来促进学生的跨学科学习体验袁进而
完成跨学科教学实践.

这样的教学思路袁既明确了野三
会冶的引导作用袁以及跨学科教学实
践的主要线索袁同时又明晰了教学评
价要求袁还与传统教学思路有关系袁
可以说其极具可操作性.

“三会”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

跨学科教学实践原则

作为一个新的探索袁在进行了理
论层面的探索后袁也应当对实践中的
原则进行梳理 . 梳理原则倒不是为
了约束跨学科教学实践的空间袁而是
为了明确其方向与路径袁防止在实践
过程中过于发散袁把与跨学科教学实
践无关的内容放进来袁导致跨学科教
学实践野变成耶筐爷袁啥都往里装冶. 在
这样的认识下袁笔者梳理了两个基本
原则.

原则1 野数学为本冶原则.
跨学科教学实践是当前学科教

学的重要方式袁大多数学科都在进行
着相应的尝试 . 虽然数学跨学科教
学意味着走出数学学科尧走向其他学
科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摒弃数学学科 . 数学跨学科教学
应当以数学为本袁即从数学学科出发
跨向其他学科或领域袁这样才能确保
数学跨学科教学实践体现出应有的

数学味袁而坚持以野三会冶为引导袁实
际上也是出于这一初衷.

原则2 野学生为本冶原则.
跨学科教学实践是面向教师提

出的教研要求袁但其最终落脚点应当
是学生的学习过程 . 无论是从知识
建构的角度来看袁还是从核心素养发
展的角度来看袁跨学科教学实践都必
须坚持以学生为本袁这样以野三会冶为
表征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袁才能与
野后建构冶课堂教学衔接起来袁才能在
新知教学结束后建构更为完整的知

识结构尧技能结构尧思维结构和素养
结构咱2暂.

上述两个原则的梳理袁其实也就
是明确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的实施

过程袁应当是从数学学科跨向其他学

科或领域的过程袁应当是学生体验跨
学科的过程 . 这个过程中数学知识
的建构与运用袁以及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发展依然是核心目标袁而跨学科
教学的所有努力都应当为达成这些

目标服务.

“三会”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

跨学科教学实践例析

跨学科教学实践是否具有预期

的作用袁这当然依赖于具体的教学实
践及其分析 . 考虑到学生在跨学科
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袁以及教师在
其中的主导地位袁这里有必要先对学
生的情形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袁大多
数学生对于跨学科教学是感兴趣的袁
并且具有跨学科意识曰反而是一些一
线教师对于跨学科教学的认识比较

模糊. 当然袁教师对跨学科教学的态
度是认可的袁但大多数教师缺乏系统
的教学策略进行跨学科教学也是一

个客观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情形袁教
师作为主导者首先要更新自己的教

学观念袁在教学设计时要强化自身的
跨学科意识袁要为学生的跨学科学习
体验提供方向与路径曰学生在体验跨
学科学习时袁也要在一定的意识驱动
下袁基于数学知识的学习与运用袁提炼
数学思想方法袁然后跨向其他学科 .
下面以人教A版渊2019冤必修第二册教
材中的野平面向量冶相关知识的教学
为例进行说明.

平面向量这一知识在数学学科

和物理学科中都有普遍应用袁在引入
平面向量概念的时候袁教材明确指出
野力尧位移尧速度等物理量是既有大小尧
又有方向的量冶袁这可以说是本知识跨
学科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袁而且教材
中的野向量的实际背景与概念冶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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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指向数学学科与物理学科袁因此
这样的教材设计可以为本知识跨学科

教学实践打开一扇大门. 当然袁真正
以野三会冶来引导跨学科教学实践袁还
需要具体的教学设计袁而相应的教学
设计也应当据此展开 . 笔者在教学
中重点设计了以下三个环节.

环节1 基于物理量的分析与综

合袁建立向量的概念.
在这一环节中袁先让学生去比较

和研究物理学科中的相关物理量袁从
而发现有些物理量只有大小没有方

向袁而有些物理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曰
然后引入物理学科中的相关问题袁如
在具体的情境中去表示力的大小或

速度的大小袁这时学生会因为数学课
上有物理知识的出现而深感兴趣袁其
参与度会更高 . 当学生利用图示法
表示力尧位移或速度的时候袁自然会
接触到野有向线段冶渊这是物理学科中
对向量的通俗描述冤这一概念袁此时
学生会进一步明确有向线段的箭头

表示物理量的方向袁而线段的长短则
表示物理量的大小.

环节2 基于物理尧数学等学科的
联系袁引导学生探究野向量的几何
表示冶.

由于学生在上一环节对有向线

段有了全新的认识袁因此这一环节的
侧重点在数学意义上的向量概念的

建立上 . 其实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
现袁此时即使不通过跨学科的思路而
直接实施教学袁学生也是可以建立向
量概念的袁但这样的过程会让绝大多
数学生感到比较抽象. 所以袁物理学
科知识再次发挥的作用是为学生提

供表象袁学生在认识向量概念以及对
向量进行表示的时候袁大脑中会有相
应的物理量提供支撑袁这样学生就更
容易理解向量的几何表示袁如野起点

一定要写在终点的前面冶就很容易被
学生接受与认同.

基于野三会冶设计这一环节袁教师
的思路可以更加宽泛袁比如可以先提
出具有开放性的问题院在接触有向线
段之前让你来表示相关物理量的话袁
你会采用怎样的方法钥 事实上袁此时
学生所思考的角度就是开放的袁他们
想象出来的多数方法既与物理量的

大小和方向有关袁同时又向其他学科
延伸袁比如有学生从美学的角度认
为袁表示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物理量
的方法必须是美观的噎噎而对有向
线段进行分析时袁部分学生发现简洁
其实就是一种美 . 这样的思维延伸
也可以理解为跨学科的体现.

环节3 基于数形结合思想袁探讨
数学思想方法向其他学科或领域的

延伸.
数学本身就是研究数与形的学

科袁向量概念的建立自然蕴含着数形
结合思想袁而且数形结合思想不只在
数学学科中才存在 . 其实很少有学
生意识到在物理学习中袁数学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要要要数学的工具性和思

想方法袁在物理学科中都有重要的体
现. 因此袁让学生从向量概念的建立
过程中提炼数形结合思想袁然后向其
他学科或领域延伸袁学生就会有新的
发现. 比如有学生发现美术表现就
需要关注事物的几何特征袁有学生发
现野黄金分割冶其实就是数学与美术
的综合噎噎

“三会”素养导向下高中数学

跨学科教学实践的总结

在上述教学案例中袁跨学科教学
实践给学生带来了跨学科的体验袁这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 在这样的跨学
科学习体验中袁学生对形象的物理量

进行分析后用抽象的数学知识来表

达袁这对应着数学抽象曰寻找数学方
法来同时表示物理量的大小与方向袁
需要学生的思维参与袁是逻辑推理的
重要体现曰向量概念的建立本质上就
是用数学语言来表示物理量袁离不
开数学建模 . 因此袁在这样的过程
中袁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是有保
障的.

总结野三会冶素养导向下高中数
学跨学科教学实践袁笔者有一个发
现袁即只要教师释放的空间足够大尧
时间足够充裕袁那么学生的表现总会
出乎意料袁而在这个过程中袁教师其
实有更多的努力空间 . 如何有机地
实现跨学科教学实践袁不仅与教师的
教学理念有关袁而且与教师的知识面
乃至于教学机制都有关. 因此袁应当
通过跨学科教学能力培训机制的建

立袁鼓励教师自愿投身到跨学科教学
培训中来曰通过跨学科教学教研机制
的建立袁有组织地落实跨学科教学研
究和探讨曰通过跨学科课程开发机制
的建立袁帮助教师掌握跨学科课程开
发的基本方法 . 当然袁在这个过程
中袁教师自身必须努力袁基于理论学
习而进行实践探索袁是保证跨学科
教学实践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生根开

花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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