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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三年数学高考特点：2021年紧贴课改、内容稳定、模仿继承、本质深刻.2022年重

点突出、思维灵活、难度提升、凸显新意.2023年稳定不固定、有所创新、平易近人、注重

传统.综观这三年，数学的变化不仅仅让学生摸不着方向，更让老师对如何进一步提升课堂，

进而打造高效课堂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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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教无定法，但是新形势下数学教学总有其基本的共同特性，结合自己的思考，笔者

认为数学高效课教学似乎也应该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1.教学目标明确 

教学目标对整个教学流程有着直接的引领，其既是教师选择与运用教学方法的参考，也

是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测标准。《数学课程标准》所倡导的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更加关注学生的科学素养、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在目标

设计上需要具体、清晰、可操作强，可以通过使用“会…”、“掌握…”、“理解…”、“运用…”

等行为动词来使目标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而我校的情境导学就是课堂教学改革的突破点. 

2.用探究的总原则指导整节课的教学 

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他们自我建构知识的过程，科学探究具有教学原则层面的价值，是

我们教学行为的理论依据，其在教学行为中的表现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恰当的问题性.

即一节课中有哪几个要研究的问题，问题提出的原因（即数学原因）、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里，首先问题必须是经过提炼的数学问题，是基本问题，比如，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直

接导致本节课概念的建构或是规律的形成，等等。二是分析解决上述各问题的策略、过程和

方法是否是合乎数学逻辑，即看用的是不是数学学的研究方法，是不是体现建构的思想要求. 

3.课堂教学有简单、重点突出的结构特点 

一节课要研究什么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可能是什么？该问题含有哪几个子问题？一节课

后，学生能否对该节课马上就形成上面的逻辑认识.对应这样的要求，课堂上老师必须重、

难点突出，杜绝平均用力，不需要有太多的话要讲，课堂上不少时间都应该是学生在思考、

讨论和表达.而问题驱动实质就是我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抓手. 

4.注重学生前概念的引导和感性素材的积累 

学生是带着大量的已知经验进入课堂的，教学中正确前概念的正迁移、错误前概念的修

正正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地方，因此教学中需注意听取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方式，对于他们

的错误认识需加以启发，以促进学生正确观念的形成。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学生感

性知识的丰富不是让学生停留在对事物认识的感性阶段，而是促进学生更好更快地达到理

性.教学过程中感性材料的提供会丰富学生的认知结构，促进他们快速达到理性的水准. 

5.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学生参与性强，学起来身心愉悦 

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本身是非常严谨、严肃的，但是通过生活实例导入、问题思考、

实验探究、小组讨论、归纳总结等灵活多样形式的教学，课堂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可以都是

一种享受，学生也可以较为轻松地学好. 

6.教师板书是教学过程体现逻辑性的直接表现 

板书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很容易仅通过参与学习过程就体会

出数学知识的内在逻辑性，所以简洁、要点突出、逻辑线索清晰，能反映出一节课中心任务

的板书会有助于学生的思维导向和思考后的归纳反思. 

7.课堂教学要有评价、反馈环节 

课堂教学是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来获得新知、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学到



什么程度、下一步学习可否展开、学生注意力是否集中、学习动机是否获得强化等需要课堂

的教学评价和反馈，其方式可以多种. 

8.对来年高考的研究及展望（以解析几何为例） 

①三种圆锥曲线的地位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以双曲线、抛物线为载体的解析几何大题考

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②解析几何大题最大可能素材在于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要重视基本套路，运用

韦达定理的解题方法是解析几何中解决直线与圆锥曲线问题的核心方法，其解题步骤是“设”

（点的坐标，直线方程，曲线方程），“联”（联立方程组），“消”（消去后得到一元二

次方程），“用”（运用韦达定理、中点坐标公式、弦长公式等），“判”（运用判别式检

验、求参数的值域缩小参数的取值范围） 

③需要重点关注解析几何中的探究创新问题，熟悉常规的二级结论. 

④进一步关注国内刊物对解析几何的研究方向，熟悉命题人的思路. 

⑤通过对往年高考中的解析几何大题的分析，提炼脉络，挖掘内涵. 

⑥课堂教学中的寻根探源环节务必要重视，同时如何指导学生在思维量上寻求突破更

是刻不容缓。作为教师一定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变”的现象中提炼“不变”的

本质，从“不变”的结果中归纳“变”的奥秘。常规的变法通常有从特殊到一般、等与不等、

条件与结论互换、以及在同类型中进行类比推理。对于解析几何这种区分度较大的题目，笔

者建议我们的课堂教学需要从思想观念上摆脱“高难度、大容量、快步走”的题海战术方式，

通过设置小专题的形式，转而从数学原理、本质的角度以及规范性上来反思数学问题解决的

全过程. 

总之，以上思考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的“无价值，不入题，无思维，不命题，无

情境，不成题”相吻合，教育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