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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的实践研究

韦庆华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212200
陈桂明 江苏省扬中市教师发展中心 212200

咱摘 要暂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袁 如果在数学教学中能够做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构建学生的学习过
程袁那么数学概念与规律尧方法与模型所体现出来的课程思政要素就会更加丰富. 大单元教
学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宽广的学习视角袁从而让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袁建构宽广视野的基础上袁
有理性判断事物的意识曰让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建构体验袁培养学生理性看待现实
世界的能力. 教师基于课程思政而确定的教学思路袁其实就是将数学学科的诸多特征充分凸
显出来袁以让学生在大单元教学的引导下袁对数学知识及其体系形成更为广泛和关联的认
识袁可以让学生真正带着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界袁带着数学的思维去思考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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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角下基础教育的主要任

务是立德树人袁这一任务在高中数学
教学中的实现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
德树人理念在日常教学中的渗透袁于
是课程思政在高中数学教学中也就

有着重要地位袁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袁
高中数学教学也将迎来新的思考 .
一般认为袁一个完整的课程与基本概
念尧基本规律尧基本方法尧基本模型有
关袁这样的判断与高中数学学科的特
征高度吻合 . 如果在数学教学中能
够做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构建学生

的学习过程袁那么数学概念与规律尧
方法与模型所体现出来的课程思政

要素就会更加丰富 . 从这个角度来
看袁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进行大单元
教学研究袁也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常认为袁大单元教学是围绕大
概念尧大任务总体设计单元教学内容袁
使单元教学内容结构化的教学活动.
数学作为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袁
在教学中都会高度重视不同数学知

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袁数学学科的特
点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袁也给学生的
学习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袁尤其是当学
生面对诸多数学概念或规律的时候袁
他们往往无法辨别这些概念与规律

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袁难以将所学的知
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 造成这一情
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站在教师的角
度来看袁过于强调以课时为单位的教
学袁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所掌握的知识
碎片化. 所以袁如果能够超越课时教
学袁将日常教学定位在大单元视角
下袁那么在促进学生进行整体知识建
构的同时袁可以为课程思政的落地开
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 下面就这个话
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理解与实践.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中数学

大单元教学的实践意义

课程思政所追求的是通过课程

的教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

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袁其最大的特
征就是逻辑性强袁站在课程的角度看
数学学科的逻辑性袁可以认为逻辑性
带来了数学的高度理性袁而高度理性
则给数学学习者带来了理性判断事

物的目光要要要这一点与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中所强调的数学眼光不谋而

合 . 这样的关系界定也就意味着在
高中数学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是可

行的袁而基于这种可行性再来看大单
元教学袁就可以发现后者有着重要的
实践意义院

第一袁大单元教学可以让学生拥
有更宽广的学习视角袁从而让学生在
获得数学知识袁建构宽广视野的基础
上袁有理性判断事物的意识.

大单元教学的出发点是一个单

元的知识体系袁学生在学习时所关注
的就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数学知识袁而
是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数学知识体系袁
这样学生学习的视野就更加宽阔袁且
可以给学生带来基于体系进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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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的意识 . 这种意识当然具有显
著的理性特征袁通常可以引导学生透
过现象看到本质. 比如对人教A版高
中数学渊2019版冤必修第二册教材的
野统计冶和野概率冶单元的学习袁就可以
让学生形成数学眼光袁从而透过自然
现象和社会现象看到更多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袁而这就与课程思政有着密
切的关系.

第二袁大单元教学可以让学生拥
有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建构体验袁培
养学生理性看待现实世界的能力.

在数学课程中落实思政教育袁重
要的一个思路就是充分发挥数学学

科的理性引导作用袁来让学生形成理
性看待现实世界的能力 . 此时大单
元教学同样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袁比
如大单元教学下学生必然面对数学

知识体系进行学习袁这也就可以让学
生形成理性看待现实世界的能力 .
如上面所举的野概率冶单元的教学中袁
学生就能够强烈地认识到一次观测

背后存在着偶然性袁而大量重复观测
之下就容易出现稳定性袁这种随机现
象背后隐藏的规律袁正可以奠定学生
理性的眼光.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中数学

大单元教学的实践案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袁课程思
政的目标实现可以依赖于大单元教

学的实践袁而在前者的视角下进行后
者的努力袁则需要教师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付出更多的思考 . 比如要认识
到大单元教学必然带来学生学习过

程的主动建构袁而这就需要提炼学科
概念袁以野大单元思维冶为指导袁精心
设计教学内容曰以野活动型课程冶为载
体袁挖掘核心议题袁创新活动型学科
课程的教学方法 . 在此基础上还要
认识到袁数学课程作为落实教学改革
的主阵地袁在具体实施大单元的教学
中袁要进一步以教师观念更新为抓
手袁以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为手
段袁形成野理念+课堂+实践+评价冶的
育人路径.

就野概率冶单元的教学而言袁既然
是大单元教学袁就要先思考这一单元
的所有知识点袁然后通过程式架构有
机联系这些知识点要要要这样的要求

对于几乎所有的高中数学教师而言

都不是难题袁如果说自己努力的过程
中有难题的话袁就是将这些存在着有
机联系的数学概念以立体和大单元

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 笔者在思
考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袁重点考虑
的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袁在课堂
上高度重视学生的生成袁要判断学生
的思维并将合适的概念或规律抛出

来袁以让学生的经验与数学知识之间
形成紧密的联系 . 此时任何一个概
念或规律的呈现袁都不必拘泥于教材
上的设计. 从这个角度来看袁 高中数
学大单元教学是一种认知导向下的

教学袁学生的思维所及就是知识的呈
现契机.

具体来说袁在野统计冶单元的引入
环节中袁教师可以一方面引导学生回
顾在统计里面所学到的知识袁另一方
面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思

考. 这时学生就会发现袁原来生活中
的许多实际问题袁都可以在数据分析
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袁而数据分析的基
础则是通过随机抽样去收集数据袁然
后借助统计图来表达数据 . 此时学
生会自然而然地提出问题院怎样保证
收集到的数据是全面的袁怎样保证分
析所得出的结果是有实际意义的

噎噎这些问题正可以驱动学生进入
概率知识的学习.

在概率知识学习过程中袁大单元
教学实施下的学生思维必然呈现出

一定的发散性袁此时教师不宜加以干
预袁要允许学生个体思维进行发散 .
比如当学生想到数据的收集具有随

机性时袁教师就可以将野有限样本空
间与随机事件冶的知识先初步呈现在
学生面前曰比如当学生提出野随机事
件发生是否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冶相关
问题时袁教师就可以借助相对权威的
身份告诉学生院你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袁
研究随机现象就必须研究随机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曰又比如当学生提

出野概率的知识好像与此前所学的数
学知识有所不同冶时袁教师可以进一
步帮助学生明确院此前所学的知识往
往对应着确定性袁而概率知识则是研
究可能性的 .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
概率的基本性质先初步介绍给学生

认识噎噎
此过程中的每一次初步介绍袁都

为后续研究埋下了伏笔袁而且这一
过程中学生的思维都会呈现出发散

建构的状态袁使得对整个单元的知识
形成整体性认识袁从而达成大单元教
学效果.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中数学

大单元教学的实践分析

进一步分析上述实践案例袁可以
发现大单元教学的出发点实际上是

学生的思维袁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将
学生的线性思维变成立体思维袁这样
学生在建构知识的时候袁原本表征为
野链条状冶的学习进程袁就可以切换为
野知识树状冶的学习进程 . 这样的切
换结果可以让不同学生的思维特点

得到充分发挥袁也可以让学生的学习
需要得到充分满足 . 这个时候再以
合作学习等方式来引导学生进行交

流互动袁那么学生就可以在互通有无
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习袁从
而让大单元教学表现出良好的教学

效果.
这个时候再带着课程思政的角

度来看大单元教学袁就可以发现教师
基于课程思政而确定的教学思路袁其
实就是将数学学科的诸多特征充分

凸显出来袁以让学生在大单元教学的
引导下袁对数学知识及其体系形成更
为广泛的关联认识袁让学生真正带着
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界袁带着数
学的思维去思考现实世界 . 数学眼
光与数学思维天生拥有的理性袁自然
也就能够帮助学生对复杂的世界形

成理性判断. 如果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渗透在判断过程中袁那么就能
够帮助学生坚定思政基础袁从而发挥
课程思政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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