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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抛锚式教学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真实的情境或问题(即“锚”)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近年来，抛锚式教学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在数学

教学领域，其独特的教学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本文以“古典概型”教学为例，详细探讨了抛锚

式教学的具体应用步骤及其效果。研究发现，该教学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有助于

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这为创新高中数学教学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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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hor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theory, the core of which lies in guid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through authentic situations or 
problems (i.e. “anchor”).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anchor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vari-
ous disciplines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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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unique teaching advantag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generalization”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 in detail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eps of anchor teaching and its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and help them understand and appl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ore deeply.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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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高中阶段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逐步推进，它以“新课程、新教材”的有效推进为中

心目标，进而促进高中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中数学是高中课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

学生感觉难度最大的一门课程。在“双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新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正式颁

布，并于 2020 年进行了修订；新的高中数学教材也进行了调整，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要求等方

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1]。这无疑给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的开展带来了新要求，也提出了新挑战，需要高中

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变化、有创新。 
数学核心素养是指具有数学学科的基本特征、适应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的人的关键能力和思维品质，

主要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明确表示必须全面提升数学核心素养，同时强调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

集中体现，学生能够经由核心素养价值观的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达到学科关键能力与必备品

格的强化[2]。抛锚式教学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与情境教学、情境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

教学实践中纳入抛锚式教学方法，可以增强数学课堂的探究性、创新性，增强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该

教学模式适应于落实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开拓学生的数学视野有积极作用。

为此，借助抛锚式教学法等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是现阶段数学教学工作的重难点。 

2. 抛锚式教学的概述及其适用性 

抛锚式教学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由温特比尔特认知与技术小组(简称 CTGV)在约翰·布朗斯福

特的领导下开发的，最先正式提出并将这一构想转变为可操作的教学模式。该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创建

真实情境提出相关问题，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索和思考，帮助他们构建知识框架，从而实现学习目标[3]。
与传统以知识传授和记忆为主的教学方法不同，抛锚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鼓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主动参与和独立思考，结合真实事件或问题作为“锚”来固定教学内容和进程[4]。特别是在高中数学课

堂中，抛锚式教学能有效展示数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建立数学知

识框架[5]。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学生逐渐掌握和内化关键能力和知识，提升数学核心素养，培养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6]。例如，在几何学习中，学生可以通过绘图和模型构建来理解空间关系；在代数问

题中，通过代入和推导来验证假设[7]。这种教学策略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还增强了他们

的推理能力、空间想象力和创新思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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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抛锚式教学的实施步骤 

抛锚式教学的基本操作过程是：1) 创设情境(使学习能在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发

生)；2) 确定问题，设置“锚”点与适时抛出(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3) 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

4) 效果评价与知识迁移。抛锚式教学中问题的解决过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 in anchored 
ınstruction 
图 1. 抛锚式教学中问题的解决过程 

 
为了进一步探讨怎样在数学课堂中运用抛锚式教学法，笔者以高中数学必修第二册第十章第 10.1.3

节中“古典概型”为例，讨论如何进行教学实践。 

3.1. 情境抛“锚”，引发思考 

抛锚式教学的首要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创设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的体验

比起仅仅听教师讲解，更有助于意义的构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无法频繁地提供真实情境的体验，

但可以通过借助具有故事情节的案例或实验情境来进行教学。这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培养他们的

兴趣，还能巧妙地将所学知识与情境结合，使学生在有趣的学习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片段 1】 
师：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什么是随机试验、样本空间、样本点、随机事件吗？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随机试验、样本空间、样本点、随机事件的概念及关系，如图 2 所示。) 
学生回答随机试验、样本空间、样本点、随机事件的概念，思考生活中出现的随机事件。 
【情境】大约在四百年以前，欧洲许多国家的贵族之间盛行赌博之风，掷骰子便是一种常见的赌博

方式，他们同时掷两枚骰子，以每个骰子上的点数之和作为赌的内容。 
师：那么赌注下在多少点最有利？能否通过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直接计算概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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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观察 PPT 上的情境及生活中的随机事件，思考如何计算出事件发生的概率，尝试解决问题，进

入本节课思维状态。 
 

 
Figure 2.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of randomised trials, 
sample spaces, etc 
图 2. 随机试验、样本空间等的概念及关系 

 
情境是思维的起点，是思维发展的土壤。教学设计时围绕“锚”精心设置情境，让“锚”隐含在学生

熟悉的实际事例和情境中。通过抛锚式教学情境，学生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并解决问题，进行自主探索。

在课堂的开始，通过回顾之前所学内容来引出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并创设与学生知识基础联系紧密的情

境，紧扣学习主题，围绕每一个“锚”展开，让“锚”抛在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有效引领学生挖掘知识

潜能，确立目标，感受古典概型的定义，培养学生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的核心素养。 

3.2. 协作解“锚”，探索新知 

学生的合作学习应围绕设定的“锚点”展开，这一过程能有效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合作探究的

过程中，学生们通过相互交流和讨论，共同围绕“锚点”进行深入探究，从而促进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仅在关键节点提供必要的线索和提示，帮助学生克服困难，

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这样，学生们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结论。

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还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使他们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不同的情境中。 
【教学片段 2】 
师：请各小组长分工(全班 44 人，4 人一组，共 11 组)，大家合作完成试验一和试验二。 
试验一：请同学们投掷一枚硬币，观察落地时朝上面情况。 
试验二：再请同学们抛掷一枚枚质地均匀的骰子，观察它落地时朝上面的点数。 
师：① 样本空间是什么，有几个样本点？② 哪个样本点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引导】试验一：因为硬币落地时只有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 2 个可能结果，所以试验的样本空间可

以表示为 { }Ω = 正面朝上，反面朝上 ……。 
试验二：因为骰子落地时朝上面的点数有 1，2，3，4，5，6 共 6 个可能的基本结果，所以试验二的

样本空间可以表示为 { }1,2,3,4,5,6Ω = ……。 
师：请小组交流谈论，这两个试验的共同特征有哪些？它们的样本点和样本空间有哪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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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教师对 11 个小组逐一观察，对每个小组的分工讨论和成果情况都进行统计。 
教师列出这两个试验，先让学生进行思考和回答，再引导学生横向观察这两个试验的相同点。 
【推导】考察这些试验的共同特征，就是要看它们的样本点和样本空间有哪些共性。可以发现，它

们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具有以上两个特征的试验称为古典概型试验，其数学模型称为古典概率模型，简称古典概型。(教师

PPT 展示证明过程) 
【引导】接下来一起研究古典概型。 
在纵向回答完两个试验中提出的问题后，教师引导学生横向对比两个试验，寻找相同点。此时，学

生已明确要研究的问题“锚”，学习小组在“锚”的引领下分工合作、设计方案，进而探究并搜集数据，

最后得出结论。教师对各个小组的最后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形成本节课要学习的判断古典概型的两个

条件。通过试验，让学生直观感知古典概型需要满足的条件，并引导其透过现象挖掘本质，提升数学建

模的核心素养。 

3.3. 自我检测，拓展深化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当他们进入瓶颈期时，教

师作为引导者，会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或自行查阅的资料，

不断地对新知识进行拆解和重组，填补原有的知识框架，最终获得新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教学片段 3】 
【检测一】在圆面内(如图 3 所示)随机投一个点，落在任意点都是等可能的，这是古典概型吗？ 
【分析】不是古典概型；因为向圆内投下一点，结果有无限多个，不满足古典概型的“有限性”。 
【检测二】转盘如图 4 所示，转到蓝色今天正常课后小测，转到黄色今天小测取消，这是古典概型

吗？ 
【分析】不是古典概型；因为转盘的角度是无限的，不满足古典概型的“有限性”。 
 

 
Figure 3. Test I 
图 3. 检测一 

 

 
Figure 4. Test II 
图 4. 检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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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知识讲解完成后，教师给学生举出两道题目。(教师 PPT 展示转盘动画) 
通过两道题目，让学生对古典概型的判断进行简单的巩固。同时用转盘这样的小动画，让学生在巩

固知识的同时提高对本节内容的学习兴趣。 

3.4. 进阶设“锚”，紧扣核心 

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内容的核心目标细化分解，结合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精心设计出符合他们

最近发展区的一系列问题串。这些问题经过精心设置，每一个问题都充当一个“锚”，帮助学生逐步深

入理解和掌握新知识。在“古典概型”教学中，笔者设计了以下三个有趣又有效的“锚”。 
【教学片段 4】 
【例题】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标记为Ⅰ号和Ⅱ号)，观察两枚骰子分别可能出现的基本结果。 
1) 写出此试验的样本空间，并判断这个试验是否为古典概型； 
2) 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5A =“两个点数之和是 ”； 
B =“两个点数相等”； 

I IIC =“ 号骰子的点数大于 号骰子的点数”。 
追问 1：在上述问题中为什么要把两枚骰子标上记号？你能解释其中原因吗？ 
追问 2：如果不标记号，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能解释其中原因吗？ 
追问 3：同一个事件的概率，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结果呢？ 
本环节设计了三个“锚”，每一个“锚”都是精心策划，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学生初看时似

乎可以解答，但随着深入探索，他们会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种设计精确地反映了学生处于最近

发展区的状态，这些“锚”紧扣古典概型这一核心概念的思维进阶，促使学生的学习由浅入深，逐步进阶，

渗透转化的数学方法，提升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 

3.5. 迁移起“锚”，学以致用 

知识的抽象表征是通过反复观察不同情境的异同而形成的。随着学习的深入，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逐

步淡出特定情境的问题解决，不再局限于提出的“锚”，使学习向其他情境迁移。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并促进他们对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教学片段 5】 
【变式情境一】(遗传问题)每个人的基因都有两份，一份来自父亲，另一份来自母亲。同样地，他的

父亲和母亲的基因也有两份。在生殖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各自随机地提供一份基因给他们的后代。 
以褐色的眼睛为例。每个人都有一份显示眼睛颜色的基因：① 眼睛为褐色；② 眼睛不为褐色。如

果孩子得到的父母的基因……。 
假设父亲和母亲控制眼睛颜色的基因都为 Bb，则孩子眼睛不为褐色的概率有多大？ 
【变式情境二】(出拳游戏问题)甲、乙两人玩出拳游戏(剪刀、锤子、布)，求：① 平局的概率；② 甲

贏的概率；③ 乙赢的概率。 
【变式情境三】(鱼群数目问题)生活在湖边的渔民想方便而且快速地知道湖中有多少鱼，他们用什么

方法呢？有经验的渔民们常用一种称为“标记后再捕”的方法。先从湖中随意地捕捉一些鱼上来，比如

说捕到 1000 条鱼，在每条鱼的身上作记号又放回湖中。隔了一定时间后，又从湖中随意地捕捉一些鱼，

比如说第二次捕到 200 条，看其中有标记的鱼有多少条，如果是 10 条有标记，那么渔民就会估计出湖里

的鱼大约为 20000 条[9]。你知道渔民是怎样估计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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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一系列变式情境，使学生在学习基本定义之后不断面对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优化认知结构。

“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的教学模式强调他们要在理解本节课知识的基础上，真正将所学基础知识充

分运用到实际中去，从而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深化对本节内容整体性的认识，提升逻辑推理、数据分

析的核心素养。 

4. 结语 

抛锚式教学是有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抛锚”，小

组合作完成“解锚”，更好地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能力。精心设计的“锚”，成为学生学习

的切入点和脚手架，有利于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并产生对问题的探究欲望。借助抛锚式教学，

我们能够创造一个生动有趣的环境，引入有效的锚点，让他们尽可能地亲自体会，并利用间接的方式让

他们真正理解数学的内涵。这样，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并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来获得最真实、

最有效的感受，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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