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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索数学核心素养下，STEAM教育与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的有效结合策略，以期为

初中数学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丰富数学教育领域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明

确跨学科教育在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实践层面，为一线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策

略与方法，助力教师开展高质量的“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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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strategy of STEAM education and junio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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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mathematics “synthesis and practice” under the cor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in order to pro-
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provides operabl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front-
line teachers, helps teachers carry out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
ti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including mathematical abstrac-
tion, logical reason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tuitive imagination, mathematical operation and 
data analysi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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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迫切需求具备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结构的人才。传统的单一课

程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教育的需求，因此教学改革势在必行。STEAM 教育，即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和数学的跨学科整合教育，通过项目导向学习和实践操作，旨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力。初

中数学的“综合与应用”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将数学及其他相关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

促进其核心素养的提升。将 STEAM 教育理念与初中数学“综合与应用”模块相结合，不仅顺应了教育

发展的趋势，而且有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 STEAM 教育与初中数学“综合与应用”模块的有效整合策略，期

望为我国初中数学课程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通过本研究的开展，旨在丰富和发展数学教育理

论，并深入揭示跨学科教学对学生核心数学素养影响的内在机制。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旨在为一线教师

提供可操作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以帮助他们实施高质量的“综合与应用”教学，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的数

学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能力，为学生的未

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剖析核心概念 

2.1. 核心数学素养 

核心素养是指在数学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至关重要的能力与思维品质，其特点表现为综合性、阶

段性与持久性[1]。数学抽象涉及将某一对象的物理属性剥离，以获取数学研究目标的思维过程，例如，

从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形态抽象出新的几何形态。逻辑推理基于既定事实或命题，遵循特定规律推导

出其他命题，如利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推导多边形内角和公式。数学建模是指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语

言，并构建数学模型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通过函数模型描述经济发展趋势。直观想象涉及利用几

何直观与空间想象力理解物体形状与变化，并通过图形解答数学问题，尤其在解析几何中，通过绘图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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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解曲线性质。数学操作是在明确操作对象的基础上，运用运算规则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包括解方

程、计算数列和等。数据分析是指从研究对象获取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与推理，

形成对研究目标的全面认识，如通过分析学生测试结果评价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创新的

数学素养观。 
中学数学的核心素养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与知识点。以“一次函数”为例，从现实问题(如出租车

计费)中提炼一次函数概念，体现了数学抽象素养的培养。在逻辑推理方面，通过对一元函数性质(如单调

性、奇偶性)的探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将一次函数应用于现实生活(如旅行、销售问题)，
展现了数学建模能力的培养。通过函数图像的绘制与观察，促进了学生直觉想象力的发展。同时，通过

计算函数值、求解函数表达式，提升了学生的数学操作能力。若从现实生活中收集并整理大量数据，运

用一阶函数模式进行分析，亦是数据分析能力的体现。 

2.2. STEAM 教育 

STEAM 教育起源于美国，其核心目的在于应对全球范围内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专业

人才和创新能力的需求。该教育模式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即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与数学的综合

应用，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通过项目导向的学习方法和问题解决策略，学生得以在实践中全面运用各

学科知识，进而促进其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发展。与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相比，STEAM 教学更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和能力的培养。作为一种基于跨学科整合的教学模式，

STEAM 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运用能力。该课程以实践性为核心，通过设置丰富的

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激发学生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提出创

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增强其创新意识和能力。此外，STEAM 教育还强调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小组合作活

动，促进学生分工协作、交流意见，并共同完成任务，从而提升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例如，在“设计和

制造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这一课题中，学生需运用对太阳能的理解，采用技术手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生

产工艺，从工程学角度设计结构，利用数学知识进行数据计算与分析，甚至在美术层面对外观进行设计。

在此过程中，学生以团队形式协作，体现了 STEAM 教育的核心理念和特色。 

2.3. “综合性与实践性”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2.3.1. 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综合运用数学及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的能力，其核心目

标在于增强学生的核心数学素养与创新精神[2]。该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识别问题、提出问

题，并运用既有知识构建数学模型，进而求解模型、验证结果，并对现实意义进行阐释。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即在课堂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合作精神与实践能力。例如，在“测量校旗杆

高度”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需运用三角形相关知识，设计测量方案、进行现场测量及数据计算，最终确

定旗杆高度，并对测量误差进行分析与讨论。 

2.3.2. 定位于数学教学系统 
“综合与应用”课程作为初中数学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

科。与传统数学知识教学模式相区别，该课程更注重知识的整合与实践应用，有助于学生将零散的数学

知识系统化，提升对数学知识的总体理解和掌握。同时，通过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该课程能够拓宽

学生的知识视野，促进多学科思维的发展，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对于实现数

学教育目标、提升学生数学素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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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探究 

3.1. 教育理念方面的问题 

3.1.1. 缺乏对 STEAM 教学的认识 
部分教育工作者对 STEAM 教学法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层次，仅限于多学科知识的机械组合，缺乏

对学科交叉融合本质的深入理解。然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对 STEAM 教育核心理念的理解不足，

导致教学活动趋于形式化，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例如，在某些被冠以 STEAM 之名的课程中，

各学科知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学生仅能孤立地掌握各学科的片段知识，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综

合运用能力。 

3.1.2. 缺乏对“综合性和实践性”的关注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影响下，部分教师过分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及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却

忽视了“综合与实践”课程的重要性。普遍观点认为，体育教育在中考中的权重较低，过多地投入时间

和精力于这些科目，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综合与实践”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往

往受到挤压，导致该课程难以实现预期教学目标，学生的实际应用技能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亦因此受限。 

3.2. 多学科教学资源的整合难度 

为实现 STEAM 教育与初中数学“综合性与实践性”的深度融合，必须对跨学科的教学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然而，目前各学科的教学资源彼此孤立，缺乏有效的集成机制。具体而言，数学教材与科技、艺

术等学科的教材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导致教师难以从中发掘与自身学科相匹配的教学内容。此外，学校

图书馆与实验室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程度不足，未能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环境和学习资源，从而限制了

教学活动的开展。 

3.3. 教法方面的问题 

3.3.1. 以传统教法为先导 
在 STEAM 教育和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一些老师还在沿用着传统的讲授式的教

学方式，把老师放在了核心位置上，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和实际操作。这样的教学

方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积极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少独立思考和探究的机会，不能对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际应用能力进行有效的发展。比如，在数学模型的应用教学中，老师仅仅是举个例

子，讲一讲解答的过程，没有指导学生建立模型，探索解决方案。 

3.3.2. 缺少以专题为基础的教学设计 
在实施 STEAM 课程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在执行“项目式学习”方面遭遇挑战。具体表现为课题选

择的不适宜性，例如课题过于简单，无法达成知识的综合运用目标；或课题难度过高，导致学生难以掌

握，进而影响学习进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和监督，学生往往陷入无目的的探索，导

致学习效率低下。此外，项目评估体系单一，主要侧重于成果的评价，而忽视了过程的评估，未能对学

生的学习成效和能力提升进行全面评价。 

4.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 STEAM 教学与“整合与应用”在初中数学中的整合策略 

4.1. 理念的更新 

4.1.1. 提高师资的训练水平 
鉴于此，在推进 STEAM 教育的实践中，教育机构及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强化学生对 STEAM 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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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方法的理解与掌握。本研究计划定期组织专题讲座，特邀 STEAM 教育领域的专家分享国内外前沿

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通过开展教师研讨会，旨在深化教师对 STEAM 教学内容及方法的理解。同时，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术会议，与同行业者进行知识交流，拓宽视野。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系统化

的培训，提升教师对 STEAM 教育的理解及教学技能，并为其实际操作奠定坚实基础。 

4.1.2. 确立正确的教学理念 
因此，在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充分重视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该素养是提升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关键基础[3]。同时，教师应充分发挥 STEAM 教学在初中数学

教学中的关键作用，该教学模式是一种跨学科的教育模式，它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融合，旨

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摒弃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和能力提升。将“综合与实践”课程视为提升学生数学素质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将理论知识与

实际问题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究中成长，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4.2. 学科交叉学科的教学资源建设 

为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资源整合，需积极投身于跨学科资源建设[4]。通过数学、物理、技术、

艺术等多学科教师的协作，共同编制跨学科教材及教学案例。例如，结合数学中的函数概念与物理学中

的运动学原理，开发了一套探讨“目标运动轨迹与函数关系”的教学案例。基于此，对跨学科教学素材

进行了广泛搜集与系统整理，构建了教学资源库，实现了资源共享的目标。进一步地，鼓励教师依据个

人特长，结合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及自然资源，开展富有特色的教学实践活动。 
学校应加大对实践教学设施的投入，设立专门的跨学科实践教学活动室，并配备 3D 打印机、虚拟现

实等尖端设备，为学生提供优越的实习环境。同时，强化与社会及企业的合作，拓展实习基地的覆盖范

围，例如与地方科技馆和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并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校外考察；在企业中进行实习，使

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5]。此外，也应利用校园内的绿化环境和建筑资源，开展实践

教学，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 

4.3. 革新教育方式的战略 

4.3.1. 以专题学习为基础的教学设计 
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对所探讨的“课题”进行周详而细致的规划，确保课题内容

既具备综合性，又不失趣味性，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可行性。课题的选择应与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紧

密相连，同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以便于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6]。例如，课

题《设计一个绿色节能的智能家庭系统》便是一个优秀的案例，它不仅涵盖了数学领域中的电路计算、

空间几何等知识点，还融入了科学方面的能量利用原理、科技领域的程序控制技术，以及美术方面的造

型设计等多方面的知识。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明确课题的目标、任务以及评价的标准，对课

题的进展进行适当的引导和辅助。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制订课题计划、独立开展科研活动和实

际操作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3.2. 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综合运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以充分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进行专题学习的同时，教师需将探究式教学法融入教学过程中，激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并引导他们

通过探究活动解决问题[7]。例如，在探讨“生活中探究三角形稳定性原理”这一课题时，通过实验探究

和细致的观察分析，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三角形稳定性的科学原理。在这一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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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协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小组内部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相互协助，共同进步。此外，积极利

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和网络学习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从而有效

提升教学效果。 

5. 结论 

本研究以数学核心素养为核心，探讨了 STEAM 教育与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程整合的策略，

明确了数学核心素养、STEAM 教育以及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程的定义及其特征。深入分析了当前

初中教育现状，揭示了学校在教学理念、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

整合教学理念、优化教学资源和创新教学方法等策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旨

在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增强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及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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