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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概念教学理念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存在的知识碎片化的弊端，以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导

向，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重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规律。数学建模是高中数学六大核心素养之一，从

中提取的大概念指向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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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是以学科大概念为统领的教学理念。

大概念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核心概念”，它可以被界

定为反映专家思维方式的概念、观念或论题，它具有

生活价值口]。以大概念教学理念为指导的高中数学

课，能够从知识、技能、思想等多个维度将知识内容、

研究方法等进行整合，从而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体

系。因此，单元教学应该以“大概念教学理念”为理论

基础。笔者反复观看了“函数的应用(一)”这节课，对

于如何落实大概念教学理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大概念引领下的教学实施路径

单元教学体现在对学科教学单元内容进行的二

2商榷

本节课中，例1中的问题1的教学主要包括两部

分：一是套用公式“个税税额一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一

速算扣除数”和“应纳税所得额一综合所得收入额一

基本减除费用一专项扣除一专项附加扣除一依法确

定的其他扣除”，求得应纳个税税额y关于综合所得收

入额z的函数；二是分析所求函数的性质及其在生活

中的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教师就直接给出解题过

程的小结：实际情境一提出具体的问题一建立函数模

型(检验模型、完善模型)一用模型解决问题。这个小

结是一个宏观的概括，与前面例题教学中具体的解题

步骤相比，跨度大。此外，该小结大约只用时1．5分钟。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值得关注，这个小结对“教材

中课后习题的完成”“函数的应用(二)的学习”帮助有

多大?事实上，例1和例2中的函数模型都是分段函

数，每一段都是一次函数或常值函数，而教材的课后

习题中的函数模型还包括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等。

度开发和整体设计，知识的联系与交融体现在多个方

面，大概念的层级关系也可以是多种通道。相应地，

单元教学的课时安排与教学设计也是多元化的，譬如

以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为依据逆向设计情境，以问题

链为载体进行课堂结构的构建，以数学的发展规律为

线索搭建知识脉络，以数学方法论为工具促进探究性

学习，等等，具体的实施路径如图1。

2聚焦素养，提取学科大概念

根据不同的提取大概念的路径，高中数学复习课

的大概念层级可以分三类：一是主题类概念(以知识

内容为主，如集合、数列、三角函数等)；二是方法类概

并且，有些课后习题中变量的表示、变量间的关系、函

数模型的选择都需要学生去探索。事实上，这也是解

题思路探索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例题中具体的解

题经验若没有概括上升为对思维过程的理性认识，对

后续的作业完成帮助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在课堂中归纳出建立函

数模型的基本思维过程，将解题思维显性化，从而提

升迁移能力。函数应用题本质上就是建立函数模型

解决实际问题。建议对照具体的解题过程，归纳出建

立函数模型的思维过程：分析变量有哪些、数据的获

取与分析、寻找变量间的关系、选择函数模型等。从

具体的解题体验中概括出一般思维过程，上升到理性

认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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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数学思想方法为主，如函数、数形结合、分类讨

论、由特殊到一般等思想方法)；三是素养类概念(以

数学核心素养为主，如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

模、数学运算等)。

本节课例应属于第三类，依托数学建模素养提取

出的大概念应指向“数学建模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

题的基本手段”，结合教学内容提取出其下级大概念：

“函数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基本工具”“函数模型能够描

述变量间的对应关系”。本节课的重点是启发学生在

实际应用中感受数学的价值，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

界、会用数学的语言描述世界，理解利用数学模型解

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3问题启发，建立数学模型

课例以纳税问题为例，设置问题，逐步引导学生

经历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清晰明确。

问题1：如果小王全年的综合所得收入额为189 600元，

那么他全年应缴纳多少综合所得个税?

问题2：设小王全年的综合所得收入额为z元，应

缴纳综合所得个税税额为y元，求y关于z的函数解

析式。

问题3：如果小王全年的综合所得由189 600元

增加到249 600元，那么他全年应缴纳的个税税额会

变为多少?

问题4：如果小王全年应缴纳综合所得个税为3 344元，

那么他全年的综合所得收入额为多少?

问题5：如果小李全年应缴纳个税也为3 344元，

那么他全年综合所得收入额是否一定也为220 000元

呢?为什么?

问题串巧妙地将“从实际情境出发提出具体问

题～利用函数建立模型一利用模型解决问题一完善

和检验模型”的数学建模过程融于其中，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体会了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

4紧依实际．体会数学价值

授课教师在整堂课中多次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引

导学生理解数学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引导1：神舟十三号发射过程中离开发射点的距

离与时间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生活中烟花的设计、

打车的费用、缴纳的个税等问题都可以用函数来解决。

引导2：在我们的认知中，收入越多，纳税就会越

多，从刚才建立的函数模型中来看，我们的认知是否

准确和严谨呢?

引导3：通过观察分段函数的图像，我们发现随

着收入的增加，税率呈现升高趋势，这体现了国家制

定个税法时缩小贫富差距的意图。

引导4：当全年应缴纳综合所得个税相同，综合

所得收入额不一定相同，体现了国家对于高负担群体

的保护；当应纳税额相同时，全年应缴纳综合所得个

税相同，体现了税法的公平性。

引导5：课后请向父母了解家庭收入与纳税额之间

的关系，建立它们之间的函数模型，并与实际相比较。

数学建模并不等同于“解数学应用题”，也并不仅

仅只用到了数学知识，它基于数学和现实两个出发

点，使数学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构建了数学与现

实世界的桥梁[2]。授课教师通过追问、引导等方式，

强化数学的应用价值，始终围绕着数学建模素养，体

现了大概念的引领作用。

5评价与反思

大概念在整个单元教学的设计中起到统领作用，

教学目标的制订、单元结构的构建、教学方案的选择，

都要遵循学科大概念，正如“函数的应用(一)”这一课

时所属的单元就是指向“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这一

大概念，因此本节课的设计不能脱离实际应用。《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数学建模是

对现实问题进行数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

数学方法建构模型解决问题的素养。数学建模过程

主要包括：在实际情境中从数学的视角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建立模型，确定参数、计算求解，检

查结果、改进模型，最终解决实际问题[3]。

笔者认为本节课稍显遗憾的部分在于，授课教师

对于例题的引导十分详尽，学生基本可以按照教师的

思路顺利解决问题，如果能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让

学生尝试较为完整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或可激发出学生更多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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