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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国家新

一轮的课程改革提出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数学教学时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数学应用能力。而数学大单元教学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于是大单元教学逐渐成为高中数学课堂所推崇的教学

方式。本文立足于高中数学教学实践，深入探讨数学核心素养和大单元教学的内涵，在阐述核心素养导

向下的数学大单元教学意义的基础上，给出了数学大单元教学原则，提出了数学大单元教学策略，并通

过具体的教学案例对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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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refers to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and key abilities that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to adapt to lifelo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The new round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country proposes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mproving their core competi-
tiveness, helping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nhanc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math-
ematics unit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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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mathematical learning ability, so large unit teach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eaching method 
advocated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eeply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and 
large unit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athematics large unit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literacy, it provides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arge unit teaching, 
propose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mathematics large unit, and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arge unit teaching through specific teach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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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出高中数学教学要以发展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为导向，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把握数学内容的本质[1]。而数学大单元教学

不同于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模式，旨在促进数学知识的结构化，构建数学教学的整体意识，它强调教学

内容的连续性和数学知识的逻辑性，有助于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教师在开展数学大单元教学

时，可以依据数学教材中原有的单元进行教学设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数学课程标准对教材的内

容重新进行合并，形成新的单元，以更加统整、优化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 
因此，本文根据高中数学教学现状开展有关研究，以期更好地落实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数学大单

元教学，切实提升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2. 数学核心素养和大单元教学的内涵 

2.1. 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 

关于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国内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马云鹏强调数学核心素养是指学

生基于数学知识技能所达成的超越了具体数学知识技能的综合性能力[2]。张奠宙认为数学核心素养就是

“精准智能思维与行为的养成”，并提出数学思维的特征可以用“精准思维”来概括[3]。朱立明指出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包含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这六个要素在内，

是核心知识、关键能力、思维品质以及理性精神的有机结合[4]。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数学核心素养是指

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思维品质、关键能力以及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学生在数学学习和应

用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2.2. 大单元教学的内涵 

大单元教学以课程整合理念为基础，通过对教材具体内容进行整合，能够更快地实现教学目标，更

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所谓大单元教学，是指在汲取了中国传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教育思想

的基础上，受西方大概念教学理念影响，以促进学生思维向关联结构和抽象扩展结构发展进而实现核心

素养培育的结构化教学模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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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大单元教学的意义 

3.1. 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数学大单元教学通过对数学知识系统性、整体性的呈现，有助于学生构建起整体概念结构，形成更

加宏观、抽象的思维模型，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建立起更加系统、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有利于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等各种数学思维的培养。同时，学生通过对数学知识整体性、系统性

的理解，能够更好地意识到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应用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2.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在数学大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举一反

三的方式，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生动有趣地讲解数学概念，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案例分析、小

组合作、游戏竞赛等，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数学学习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此外，教师能够及时给

予学生反馈和鼓励，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进步和成就感，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提

高学习效果。 

3.3.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实施数学大单元教学之前，教师需要进行全面的准备和规划，明确学习目标和教学步骤。通过深

入思考和设计，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要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并进行改进，拓宽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思路，加强与其他优秀数学教师

的沟通交流，找到最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教学模式。实施数学大单元教学之后，教师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反

思和调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潜力，从而进行自我提升和专业成长。 

4. 数学大单元教学原则 

4.1. 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是数学大单元教学中的核心指导原则，它强调教师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设定和知识点

梳理等方面要充分考虑数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性。教师应该根据数学大单元的整体结构和知识体系，

合理规划课程内容，确保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衔接。在设定教学目标时需要体现数学大单元的整体性，既

关注知识点的掌握，又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还需要对数学大单元的

知识点进行梳理，明确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4.2. 连贯性原则 

连贯性原则是数学大单元教学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指的是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各个教学环节、知

识点、教学方法等应该相互衔接、紧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确保学生在学习中能够逐步深入、循

序渐进地掌握数学知识。通过遵循连贯性原则，教师可以更加系统、有序地进行教学，让学生在逻辑清

晰、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中学习，感受数学知识所呈现出的内在的连贯性和美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好奇心，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学学习中来。 

4.3.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是指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数学知识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学生的认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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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大单元，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系统性地组织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更好地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同时，系统性的

教学内容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 

4.4. 学生主体性原则 

在数学大单元教学中，学生主体性原则意味着将学生置于教学活动的核心地位，重视学生的需求和

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引导者和

促进者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教师应该充分了

解并尊重这些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数学大单元教学中获得成长和进步。同时，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使他们在未来的

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持续发展和成长。 

4.5. 实践性原则 

数学大单元教学的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学生

在实际操作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

教学内容和目标，设计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数学实验、项目探究、小组讨论等，让学生在参与中感

受数学的魅力，提高学习兴趣。此外，教师还应该将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选取贴近学生生活

实际的数学问题作为教学案例，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4.6. 评价多元性原则 

数学大单元教学的评价多元性原则强调在评价过程中应注重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方法的多样性

和评价主体的多元性。教师在进行数学大单元教学评价时不仅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更应该

重视学生在数学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表现。同时，为实现评价内容的全面覆盖，需

要采用多种评价方法。例如，可以通过纸笔测试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通过口头报告、实践操作等

方式评价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观察、记录、问卷调查等方法也可根据实际需要

灵活选用。而且进行教学评价的主体不仅包括教师，还应该包括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通过多方参

与评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5. 数学大单元教学策略 

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如何在核心素养导向下进行有效实践？文章将以“概率与统计”这一高中数

学重要内容为例进行探讨研究。概率与统计是高中数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数学知识如代

数、几何等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高中数学的完整框架，其特性非常适合以大单元模式进行

教学。教学策略可从内容选取、目标制定、素养落实、反思调整四方面去实施[6]。 

5.1. 全面掌握教材，重组单元内容 

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课程标准的深化，高中数学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

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需要全面掌握高中数

学教材，深入理解高中数学教材的整体结构和各个章节的编排思路，明确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

辑关系，并根据数学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重组大单元内容。 
高中数学教材的关于概率与统计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概率论基础和统计应用。在概率论部分，教

材从概率的基本概念出发，介绍随机事件、概率的定义与性质、古典概型、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和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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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斯公式等内容。这些内容帮助学生建立概率论的初步框架，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统计应用部分包括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描述性统计量、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核心内容。教材通过实例和案例，

引导学生掌握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数据意识和数据素养。教材在介绍概率与统计的基

础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决策分析、风险评估、市场调查等。此外，教材还

涉及到一些拓展内容，如随机过程、贝叶斯统计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5.2. 确定教学要素，设立单元目标 

确定教学要素并设立合理的单元目标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关键。通过明确教学要素，教师可以更

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通过设立单元目标，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并评价其

学习成果。教师要与相应的教学单元内容相结合，设计出与整体性和统领性相一致的教学目标。单元目

标并不是课时目标的直接累加，而是联系前后课时关系而设计的目标[7]。 
高中概率与统计大单元教学要素包括明确的教学目标、系统的教学内容、多样的教学方法、全面的

学习评价、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注重实际应用等方面。只有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有效地提高

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结合以上教学要素可以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概率与统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熟

练运用概率计算方法和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合作精神。通过设置探究性问题，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掌握概率统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概率与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价值，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5.3. 优化教学过程，落实核心素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中数学教学的目标已经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教师需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加强课堂互动，以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

养为目标，推动高中数学教学的持续发展。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需求，因材施教，

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数学学习中获得成长和进步。文章以“掷硬币实验”为例，具体展示如何在教学中落

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1) 引入概念 
情境创设：教师在课堂上拿出一枚硬币，向学生提问：“如果我抛这枚硬币，结果会怎样？”引导学

生思考掷硬币可能出现的结果——正面朝上或者反面朝上。然后教师进行几次简单的掷硬币演示，让学

生直观地观察结果。 
学生表现：开始时，学生可能凭直觉回答，有些学生可能认为一定会正面朝上(或者反面朝上)，思维

比较片面。但是经过教师的演示后，大部分学生会意识到结果是不确定的，这是学生从确定思维向不确

定思维转变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逻辑思维初步被启动，学生开始思考两种结果的可能性。 
核心素养培养情况：通过这种直观的引入，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开始发展，学生能从实际生活中的

掷硬币现象抽象出“两种结果”这一数学概念；同时，直观想象素养也有一定发展，学生能想象出硬币

在空中翻转后的两种可能落地状态。 
2) 数据收集与整理 
小组活动：将学生分组，每个小组分发一枚硬币，让小组内成员轮流掷硬币，每人掷 10 次。同时

记录每次掷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完成后，各小组汇总自己组内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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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 
学生表现：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得到体现。有组织能力强的学生会主动承担记录和

协调小组活动的任务，而其他学生积极参与掷硬币的操作。在记录和汇总数据时，学生比较容易数错或

者记录错误，这反映出他们此时还缺乏严谨的数据处理能力，但通过小组内成员互相检查能逐渐改正。

学生的思维从对结果的简单推测转向对数据的关注，他们开始尝试用数据来说明掷硬币结果的分布情况，

初步建立起数据意识。 
核心素养培养情况：数据分析素养得到发展，学生学会了收集和初步整理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也锻炼了数学运算能力，例如通过加法运算得出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各自的总次数。同时，从合作学

习的角度看，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素养。 
3) 数据分析与概率概念构建 
全班汇总与讨论：各个小组将自己汇总的数据汇报给全班，教师将所有小组的数据进行汇总，并记

录在黑板上，形成一个全班掷硬币结果的大数据集。同时，引导学生观察正面朝上次数和反面朝上次数

之间的关系，提问学生是否能发现一些规律。 
学生表现：大多数学生会发现正面朝上的次数和反面朝上的次数比较接近，但可能会有学生疑问为

什么不是完全相等。学生此时的思维已经从单纯的数据收集转向对数据背后关系的探究，开始对概率概

念有了模糊的认识。他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数据会呈现这样的分布。 
核心素养培养情况：进一步发展数据分析素养，学生能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特征。数学抽象素养再

次发展，学生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抽象出“随着试验次数增多，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次数大致相等”这一

规律，为概率概念的构建打下基础。并且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也在不断发展，他们开始运用已有知识尝

试推理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大小。 
4) 概念明确与应用拓展 
概念讲解：教师根据之前的数据分析结果，引出概率的概念：当试验次数足够多时，正面朝上和反

面朝上的概率都接近 0.5。并且解释概率是对随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度量。然后通过一些简单的练习

题，例如“掷硬币 100 次，预计正面朝上大约多少次？”让学生巩固概念。 
学生表现：学生开始从模糊的概念感知转向准确的概念理解，他们运用所学概率知识回答问题。但

是也有部分学生可能无法准确运用概率进行计算或者对概念理解有偏差，例如认为掷 100 次硬币就一定

是 50 次正面朝上。在思维上，学生从对现象和数据的观察上升到对数学关系的准确把握。 
核心素养培养情况：数学建模素养开始发展，学生将掷硬币的现象建立成数学模型，通过概率公式

(如 ( ) nP A
m

= )来解答问题。同时，逻辑思维更加严密，在应用概率知识解决问题时，遵循一定的数学

逻辑。 

5.4. 建立多元评价，开展教学反思 

在现代教育中，评价与教学反思不仅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更是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

手段。通过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与潜能，从而为他们提供更为精

准的教学指导。同时，通过深入开展教学反思，教师可以审视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教学经验，不断优

化教学策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在“掷硬币实验”中，教师可以采用观察记录的方式，对学生的实验过程进行实时观察，并根据观

察结果进行评分，以便全面掌握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数据记录与处理能力以及概率知识的运用情况。

通过布置与概率相关的作业和练习，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以评价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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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能力。作业和练习可以包括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和应用题等多种形式，以全面考察学生的

掌握情况。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通过分工合作、讨论交流等方式，共同完成

与概率相关的项目或任务。在合作过程中，评价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等方面的

表现。在课程教学结束后，教师需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例如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安排上是否紧凑

和合理；教学过程中是否做到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学评价和

反馈是否及时和准确等等。通过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教师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

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6.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整体性提

升的过程，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8]。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正是一种符合教育改

革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通过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建立多元评价和开

展教学反思等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数

学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探索和实践核心素养

导向下的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为学生的未来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高中数学课程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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