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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内涵解析及价值蕴藏∗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张定强　宿桂花

　　摘要:“情境”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不同视域下探析“情境”的内涵与外延能更充分认知

情境．从课程教学、学业质量、考试命题的视域审视情境的内涵特征及价值意蕴,有利于增润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有利于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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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问题提出

数学教学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发展学生的数学核

心素养,使之具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备的数

学文化基础、自主发展能力和社会参与实力．为此在数

学教学中要调动一切力量夯实学生的数学基本功,盘
活教学中的一切资源,服务于学生的发展,一个重要

而现实的途径就是挖掘数学教学中的情境．“情境”在
辞海中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在进行某种行动时所处的

社会环境,是人们社会行为产生的具体条件．包含机体

本身和外界环境有关因素,分为真实的情境、想象的

情境和暗含的情境[１]．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就是数学教

学共同体进行教学活动时所处的相关情境,数学教学

中重大的活动主要有课程教学、学业质量测评和考试

命题等,在这些活动中情境作为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

被广泛应用,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和功能．本研究针对数

学教学关键活动中“情境”的内涵与意蕴进行探析,以
明晰情境在这些关键活动中的含义及价值,推动数学

教学高质量发展．

２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内涵解析

人们对数学教学中情境的内涵有不同的探析,本
研究从数学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活动:课程教学、学业

质量、考试命题三个维度进行探析．

２．１课程教学维度

数学课程教学中的“情境”既为数学文化知识的

表征提供了适宜的场域,又为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创

造了条件,所建构起来的具有数学韵味的数学表征和

教学场景,适宜于数学教学活动的开展[２]．此维度的

“情境”分为现实情境、数学情境、科学情境,这些情境

具体就展现在教学活动中．
２．１．１现实情境

现实情境是指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情

境,是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境,需将观察到

的现象与数学知识、方法建立联系,应用数学工具解

决问题[３]．数学教材与教学惟有基于现实情境才能让

学生体验数学的源与流,感悟数学知识建构的来龙去

脉,一方面使数学理论具体化,成为学生易于接受的

载体,另一方面使数学理论回归现实,增强数学理论

的应用性．
例１　长江两岸之间没有大桥的地方,常常通过

轮渡进行运输．假如一艘轮船从长江南岸某地出发,垂
直于对岸航行,航行速度的大小为１５km/h,同时江水

的速度为向东６km/h．
(I)用向量表示江水速度、船速以及船实际航行的

速度;
(II)求船实际航行的速度的大小与方向(用与江

水速度间的夹角表示)．
此例是基于“平面向量的运算”的学习而设计,依

托的知识点为“向量加法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勾股定

理”与“正切函数”;情境为船在河流中行驶．这种选取

现实生活的场景,使向量的相关理论知识活化在现实

的情境中,贴近学生现实,易于类比联想,进而用数学

的方法与现实情境相结合去解决问题．
２．１．２数学情境

数学情境是指用数学语言所建构的问题情境,需
要在数学系统中对数学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包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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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数学概念的情境、学习数学原理的情境、理解数学

推理的情境等．一个显著特点是纯粹的数学问题与抽

象的数学符号的呈现,学生在此情境中识别已知的数

学条件,通过逻辑思维关联相关知识,利用一定的数

学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基于数学情境的学习过

程要求学生有牢固的基础知识、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与数学运算能力,学生亦可从中体会数学的严谨性与

文化价值．

图１

例２　 北 京 召 开 的 第 ２４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标是根

据中国古代数学家赵爽的弦图

设计的,颜色的明暗使它看上

去像一个风车,代表中国人热

情好客．你能在图１中找到相

等关系和不等关系吗?
此例选取的素材是以国际

数学家大会会标与弦图来引入问题,既有现实情境的

意蕴,又充分体现了数学情境的意蕴．引导学生寻找相

等关系和不等关系,需将图形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
以图形的面积切入,先将直角三角形看作一般的直角

三角形,设DH＝a,AH＝b(a≠b),AD＝c,此时４个

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和为２ab,正方形ABCD 的面积为

a２＋b２,由此得到不等式a２＋b２＞２ab;考虑完一般情

况,接下来是特殊情况,若直角三角形AHD 为等腰

直角三角形,即a＝b,此时正方形EFGH 缩为一个

点,此时a２＋b２＝２ab．于是便有a２＋b２≥２ab．得出:

∀a,b∈R,有a２＋b２≥２ab,当且仅当a＝b时等号成

立．
２．１．３科学情境

科学情境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科学实验、科学活动

中可能面临的场景所构成的情境,包括命题推演、数
学探究、数据分析、数学实验等问题情境,与２１世纪

最新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科学情境的选取要紧贴数学

概念,以科学情境为载体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精

神,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例３　物理学中的玻意耳定律p＝
k
V

(k 为正常

数)告诉我们,对于一定量的气体,当其体积V 减小

时,压强p 将增大．试对此用函数的单调性证明．
此情境以物理波意耳定律为载体,是物理情境中

抽象出的一类函数,要求根据函数单调性的定义进行

证明,在证明的过程中认识压强与体积的关系:在定

量定温下,理想气体的压强与体积成反比．这种设计意

图在于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科学现

象、增长科学知识,同时也可启发思考k 究竟为何,培

养科学探究的意识．

２．２学业质量维度

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

订)“学业质量”部分,将“情境”按难度划分为熟悉、关
联、综合的情境[４],即现实情境之下可分为熟悉的现

实情境、关联的现实情境、综合的现实情境,数学情境

与科学情境同理．这样的界定使学业质量水平的检测

有了可测的依据．学业质量水平一是高中毕业应当达

到的要求,对应的就是熟悉的情境;二是高考要求,高
考试题结构、特征必然要在熟悉的基础上更多体现关

联的情境;三是自主招生的要求,要求更高,对应的情

境就是综合的情境．
２．２．１熟悉的情境

熟悉的情境是指与学生学习生活紧密相连的情

境,相关知识与问题能直接从情境中抽象出来(或者

是避开背景直接识别知识与问题),且其中蕴含的数

学关系单一,是无需复杂的计算、推理的简单问题情

境,学生能运用或模仿所学的知识与方法对问题进行

解答,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例４　学校宿舍与办公室相距a m,某同学有重

要材料要送给老师,从宿舍出发,先匀速跑步３min来

到办公室,停留２min,然后匀速步行１０min返回宿

舍．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同学行进的速度和行走的路程

都是时间的函数,画出速度函数和路程函数的示意图．
此例源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附录２教

学与评价案例,解题知识依托于函数关系、函数图象,
学生能直接从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中抽象出具有数

学特征的元素:时间与速度,依据常识确定每个时间

段的速度大小,套用画函数图象的方法画出准确的图

象,在考查基础知识掌握的同时,检验学生在情境中

的信息提取能力与数学抽象素养,是学生通过高中数

学学习应达到的水平．
２．２．２关联的情境

关联的情境是指所选的情境源于已有的课程学

习,但解决材料问题所需的知识与方法之间联系不直

接,学生无法直接抽象出数量关系,情境活动的进行

需要将情境信息进行内化,再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这时的关联是指情境与已有的知识、方法的关联,已
有的知识可以推广至更一般的情形,通过归纳类比的

方法在新的情境中使用已有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对

知识的简单回忆,关键是在新情境中对原知识进行激

活．此种情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还要从情境中关

联更多的知识点,达到准确解决问题的目的．
例５　在图２中,A,B,C 为山脚两侧共线的三

点,在山顶P 处测得三点的俯角分别为α,β,γ．计划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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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AC 开通穿山隧道,为求出DE 的长度,你认为还

需要直接测量出AD,EB,BC 中哪些线段的长度? 根

据条件,并把你认为需要测量的长度作为已知量,写
出计算隧道DE 长度的运算步骤．

图２

此情境以隧道测量为数学任务,考查学生运算能

力与逻辑思维能力．依据情境信息画出图形,找出与情

境关联的知识点“解三角形”．接下来依据运算法则与

运算顺序设计运算程序,通过类比的方法利用余弦定

理与正弦定理解决此题,所以此情境属于现实的关联

情境．同时考查学生的数学运算素养与知识迁移能力,
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方法更要学会运用,才可达到高

考要求水平．
２．２．３综合的情境

综合的情境是指情境中蕴含的知识、方法与能力

的关联,较为隐性地源于学生已有学习体验或学习储

备,情境依托的关联知识点多,此类情境中数学关系

隐藏较深,考查学生用数学的思维与眼光去解决数学

问题的能力．掌握这种程度的情境表明学生已形成统

整思维,表现为特有的理解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说明学生能够领悟核心思想方法、体会数学价值观,
达到自主招生所要求水平．

例６　广场上有一盏路灯挂在高１０m 的电线杆

顶上,记电线杆的底部为A,把路灯看作一个点光源,
身高１．５m 的女孩站在离点A５m 的B 处,回答下面

问题:
(１)若女孩以５m 为半径绕电线杆走一个圆圈,

人影扫过的是什么图形,求这个图形的面积;
(２)若女孩向点A 前行４m 到达点D,然后从点

D 出发,沿着以BD 为对角线的正方形走一圈,画出

女孩走一圈时头顶影子的轨迹,说明轨迹形状．
例题呈现的情境所依托的突破性知识是中心投

影,且关联圆环、相似三角形与正方形相关知识,需在

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得出运动轨迹,利
用相似知识求半径,结合面积知识对(１)进行解答;根
据对空间几何体的整体观察入手,得出(２)的轨迹形

状．解题过程需要综合多个知识点,自己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属于综合的情境．根据此情境问题

可对博物馆涉及障碍物的监控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

案,学以致用,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２．３考试命题维度

在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中将“情境”界定为“问
题情境”,指的是真实的问题背景,是以问题或任务为

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高考内容的问题情境是通过文

字符号描述的方式即纸笔形式进行建构的,一般分为

生活实践情境和学习探索情境,即选取适切的素材呈

现试题,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运用已学过的知识与能

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提高核心素养水平[５]．
２．３．１生活实践情境

生活实践情境是指选取的情境来自于日常生活

和生产实践活动(包括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文体娱

乐、生产制造、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情境中隐

含的数学知识、数学关系、解决问题需具备的数学方

法与能力都来源于课程学习的知识储备．需要学生将

问题情境与数学知识建立关联,应用数学工具解决问

题;生活实践类情境关注数学与其他学科和社会实践

的联系,是在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层面上考查学生的能

力与素养．
例７　(２０２１年新高考Ⅰ卷第１８题)某学校组织

“一带一路”知识竞赛,有 A,B两类问题．每位参加比

赛的同学先在两类问题中选择一类并从中随机抽取

一个问题回答,若回答错误则该同学比赛结束;若回

答正确则从另一类问题中再随机抽取一个问题回答,
无论回答正确与否,该同学比赛结束．A类问题中的每

个问题回答正确得２０分,否则得０分;B类问题中每

个问题回答正确得８０分,否则得０分．
已知小明能正确回答 A 类问题的概率为０．８,能

正确回答B类问题的概率为０．６,且能正确回答问题

的概率与回答次序无关．
(１)若小明先回答 A类问题,记X 为小明的累计

得分,求X 的分布列;
(２)为使累计得分的期望最大,小明应选择先回

答哪类问题? 并说明理由．
此例选取情境型材料来源于知识竞赛赛制,解题

的关键是对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的掌握,求出期

望对答题顺序进行决策．相应地,所选材料在基础性与

应用性的基础上考查了逻辑思维、数学运算与解决问

题等关键能力,以及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列与

数学期望等必备知识．从知识掌握、实践探索、思维方

法各方面体现数学学科所蕴藏的素养．
２．３．２学习探索情境

学习探索情境是涵盖数学探索与科学探究过程

中所涉及问题的数学情境,源于真实的研究过程或实

际的探索过程,依靠学生已有的学习经历、学习体验,
学生要启动已有知识开展智力活动,同时也要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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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在创新性与应用性的

层面上考查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８　(２０２１年高考全国乙卷理科第１９题)设Sn

为数列 an{ }的前n项和,bn 为数列 Sn{ } 的前n 项积,

已知
２
Sn

＋
１
bn

＝２．

(１)证明:数列 bn{ }是等差数列;
(２)求数列 an{ }的通项公式．
此例来源于“数列”一章,学生需要将课本知识与

方法内化,在掌握等差数列定义的基础上创新方法证

明数列 bn{ };根据已有的学习经验,由 bn{ } 与条件求

出Sn,因此本题的情境属于学习探索情境．整个情境

活动中,学生思维清晰是认知加工的关键构件也是解

决数学探索问题最重要的一点,以数学知识为基础对

问题进行分析,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层次上考查了理

性思维、数学探索、逆向思维等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
站在不同的视角审视“情境”,会有不同的认知,

无论哪种维度的“情境”都以载体的身份在不同的场

域下发挥着作用．都是对数学知识、原理、问题进行表

征与分析不可或缺的要素．

３数学教学中的情境:价值蕴藏

数学教学的发展不能缺失“情境”,情境所表征的

问题及解决问题所需的思维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所体现的素养使得情境在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３．１有利于增润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新课标提出了六大数学核心素养,就要在情境中

去实现．一是要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增强社会参与的

意识,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强
化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素养;二是要让学生深度介入

数学情境,通过归纳、类比、猜测等方式发展数学理性

思维、培育数学探究精神,增强数学抽象和数学推理

素养;三是要让学生接触科学情境,更深切地感悟数

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明晰当代科学

日益数学化的趋势,增强直观想象和数学建模素养．正
是由于数学的知识、原理、问题就依存于情境中,通过

两者关联性分析,增润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使学生在情境中近距离触摸数学的本质,真
正实现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

３．２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是数学教育界的共同期盼,而
建构良好的情境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正
是因为情境在数学教学中起着活化知识,增进情感的

作用,所以无论数学概念的学习还是数学原理的掌

握,都不能离开情境的创设．因此根据所教授的数学知

识与原理,依据学情等为学生创设熟悉、关联、综合等

不同形态的情境,让学生在适宜的情境中学习数学知

识,透过包裹在情境之中的数学知识、原理、思想的挖

掘更好地辨识知识与原理,更进一步发展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让学

生在不同的情境中学所需学,掌握应当掌握的数学知

识,达到应当达到的数学学业水平．

３．３有利于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数学教学的

根本任务,而情境在立德树人的实现中有着功不可没

的作用．无论是设置生活实践情境还是再现学习探索

情境,都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所需要的,都能将

学生带入到学习和应用数学的天地,透过情境载体,
将数学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蕴含其中,通过情境丰

富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真正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与学

习探索情境中不断熟悉、关联、综合知识的来龙去脉,
进而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现实性与理论性之间的关联,
数学的基础性与综合性之间的特质,培养学生的高阶

思维,夯实学生数学的素养,使情境更好地服务于数

学的教与学,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４结语

情境已经深度渗透到数学教学的方方面面,是课

程建构、教学发展、评价有效、命题高效的重要载体和

途径,是促进“教、学、考、评”关系完善的增润剂,情境

紧密对接育人方式改革,助力于教学革新．为此,需要

更加精细化地研究情境与情感及其教学考评之间的

关系,探析课程建设中、教学实施中、评价检测中情境

的育人功能与价值,从整体上提升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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