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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择2024年人教版初中数学新教材中的“综合与实践”板块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分析该板块的整

体设计理念与特色，进一步揭示其在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提升实践能力、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

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教学实践进行分析，推动跨学科综合与实践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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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ection of “synthesis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of 2024 human Education Edition is selected fo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By analyzing th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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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ection, it further reveals its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
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improvi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applying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practice, it promotes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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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课标)明确了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数学课程总目标，核心素养主

要指：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1]，
它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数学课程主要是促使学生获得四基，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础

生活经验[2]。“综合与实践”分别具有三大特性：即综合性、跨学科性以及实践性，旨在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 
2024 年人教版数学新教材依据《课标》要求，利用生活中的实际情景和多元化的问题设置，通过“综

合与实践”的设计理念，促进学生发散思维的发展，帮助学生在实际情景中探索、增强应用数学知识的

能力。该板块通过教师的引导，帮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不仅使学生的合作能力得到提升，而且

在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以此培养了学生们

的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使其得到全面发展。 
本文主要对初中数学新教材“综合与实践”板块的设计理念进行分析，讨论该板块内容的设计特色

与整体性及实践性，分析该板块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作用，促进教学活动展开的高效性和灵活性，

以此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综合与实践”板块的设计理念 

初中阶段数学知识的学习，着重强调“体会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数学与生活之间

的联系，在探索真实情境所蕴含的关系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运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因此，跨学科具有整合性和实践性以及稠密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仅增加学生

学习的趣味性，对于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相应的帮助，同时增加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因此跨学科融

合是课程设计的一大特色，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的目标。在编著“综合与实践”板块时，人

教版数学新教材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设计其理念。 

2.1. 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综合与实践”是一种概括性、操作性的学习活动，不仅能够高效落实新课标中以学生为主体的任

务，还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统领作用。2024 年人教版数学新教材在选题和数学活动的安排

上，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体现数学思维的思想方法，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例如，

通过用火柴拼成一排由三角形组成的图形建立数与代数式的观念，通过研究实物图形与生活联系建立数

学抽象，通过研究平衡问题建立方程思想。其次是体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素材，例如红旗汽

车制造、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设计、光学原理、交通信号灯的设计等。再次是建立跨学科知识，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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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发展，如探索物体高空做自由落体——增强安全意识，如研究动物飞行——培养创新意识，

研究遵义会址——唤起家国情怀，研究梵净山气候变化——培养跨学科意识，最后是探究数字密码、图

形对称等，增加学习的兴趣性和挑战性。 

2.2. 重视数学学科知识内部的联系 

人教版数学新教材在“综合与实践”的设计中，不仅体现了跨学科之间的联系，还体现了数学学科

知识的整体性、关联性、稠密性。大单元设计的知识整体性实现途径主要通过跨学科板块完成，还可以

通过思维导图去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数学知识与思想方法，学生在面对多种数学情境和现实生活时能够

灵活应用数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建立数学内部知识的联系。关联性则强调数学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在
2024 年人教版数学新教材七年级绝对值问题，如：求 | x 3 | | 5 |x+ + − 的最小值问题)，通过综合与实践培

养学生运用不同数学知识的能力，促进学生将知识体系一一完善。稠密性表现在“综合与实践”的内容

上，将数学知识自然连通和循序渐进，通过学生的不断学习，逐步加深学生对数学定义和性质的深层次

理解和掌握。 
例如，学生在探索生活中路的坡度问题，就能将平面图形、三角函数等知识应用在其中，通过创设

现实情景，更利于学生深刻理解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方法的多样性，可以分多组用不同方法

进行测量，分析其不同之处的优缺点，使其具有测量意识。将方程和函数思想在现实情景中进行应用，

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和体会数学方法，进而对其进行整体掌握，灵活运用数学知识的内部联系，提升学

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 以数学知识为基本点，重视跨学科之间的联系 

跨学科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推动学科融合，这对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和深化数学理解具有显著意义，

这也是“综合与实践”内容设计的重要依据之一[3]。以数学知识为基础，通过“综合与实践”的设计，

建立跨学科之间的联系，这是 2024 年人教版数学新教材的一大特色。例如：利用数学中的距离问题解决

物理中的位移问题，利用数学中的对称性解决物理中光的折射与反射问题，利用数学知识揭示自然之美，

这充分体现了“综合与实践”设计的重要性。 

2.4. 提倡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重视综合与实践灵活性的实施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教育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课堂教学方式也随之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这一变化在数学领域尤为突出。人教版数学新教材的“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着

重强调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促使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综合与实践”活动虽然在单元教学之后，不仅体现单元知识的

延续，更加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探究活动中，综合与实践活

动的设计淡化了对特定知识的依赖性，成为一个具备相对独立功能的部分，从而增强了教学活动实施的

灵活性[3]。例如，学生在初中学习方程相关知识之后开展花江峡谷大桥设计探讨，但同样可以在初中学

习函数相关知识后开展。促使学生体验不同的数学过程与数学方法，进一步体会数学知识内部的关联性。 
同时，在实施“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时，还需要根据以下几点展开：一是设计真实情景；二是学生

自主探究；三是运用多种教学资源[4]。 

3. “综合与实践”板块的内容设计特色 

跨学科学习活动着重强调实践性，这是 2024 人教版数学新教材的一大特色，活动以“问题情景，学

习任务，实践应用”三个步骤拓展。下面以 2024 年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上册数学活动 104P “木杆挂重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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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例。 

3.1. 问题情景 

问题情境的设置突显了跨学科学习的基本特征：真实性、实践性、多样性和探究性[5]。真实性指问

题情景在学生生活中真实存在有效的，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通过生活中的真实情景促使学生

观察能力得以提升。实践性指情景与实际联系紧密，学生运用多知识和多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旨在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多样性指设计问题的多样性，通过多种方法解决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探

究性指问题情景无闭合性以及拓展性，引导学生在探索过程中增加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学习数学体验，提

升学生的探索能力。“木杆挂重物问题”在人教版数学新教材一元一次方程之后。如图 1，它的问题情景

是以生活中平衡问题为背景。 
 

 
Figure 1. Equilibrium problem 
图 1. 平衡问题 

 
该情景鼓励学生以数学思维思考实际问题。通过逐步分析问题建立一元一次方程，探索建模特性，

培养学生的建模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学习任务 

学习任务的设计应表现在关联性、可操作性。关联性指问题之间紧密联系，使学生在完成多个任务

时自然衔接，这样充分体现了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可操作性指可操作性体现于学生在教师的支持下能够

自主进行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并体验学习过程[4]。“综合与实践”活动应以多种形式开展，增加学生探

索过程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跨学科知识学习的兴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木杆挂重物问题”的学习任务包括观察、列整式、建立等量关系三个部分。在实验时，通过挂重

物观察木杆两边的倾斜度，根据悬挂重物的关系列出整式，最后由所学原理学生独立列出一元一次方程。 

3.3. 实践应用 

实践应用旨在通过数学知识与跨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了解“综合与实践”的重要性，提升

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应用多种问题情景，让学生感知建模思想与生活息息相关，进一步感知数学知识

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例，在木杆右端挂一重物，支点左边挂 n 个重物，并使左右平衡。设木杆长为 l cm，

支点在木杆中点处，支点与木杆左边挂重物处的距离为 x cm，把 n，l 作为已知数，列出关于 x 的一元一

次方程，模型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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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pplication 
图 2. 应用 

4. 结论与展望 

“综合与实践”作为 2024 年人教版数学新教材课程内容之一，充分体现其在人教版数学新教材的

重要地位。如何更高效、更灵活地开展“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是每位教师教学前需要深思的问题，

也是新的挑战。开展“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与以往的教学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不仅体现在传授学生知

识方面，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和实践能力以及跨学科知识的整合性，这对教师的各项能力是一种

新的挑战。 
未来的研究是如何构建跨学科知识的指导框架，解决更高效、更灵活开展“综合与实践”教学活动

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活动开展的高效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帮助学生实现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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