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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

要的战略目标与任务。数学核心素养的识别与把握需要高素质的教师来担当。

研究发现，高中数学教学应试倾向明显，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不足，教学方法

单一，教学中学科育人缺失，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学科教学能力提升及

课堂教学效果。数学教师的学科教学能力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的核心所在。

学科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最根本的体现，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实践反思与

校本教研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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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and task for China’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o train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and grasp of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need high-quality teachers to 

play a role. It was noted that the tendency of examination-oriented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s obviou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re single. All these have aff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The ability of subject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is the core 

that distinguishes from other subject teachers. Subject teaching abil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embodi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which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school-based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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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

到要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战略目标与任务。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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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发展所必需的 ) 数学核心素养是学生

亲身经历数学化活动之后所积淀和升华的产物，这种产物对学生在数学上的全

面、和谐、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学习数学本质上就是学会数学化，也就是

学会“戴一副数学的眼镜”思考问题、分析处理问题，用数学思维方式提升自

己的幸福指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1］。学生无论在哪个阶段进行的数学学

习，都是为形成数学思维和今后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为了更全面细致地了解

天津市高一数学教师落实《普通高中 2017 级数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的基本情

况，以便总结和推广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研究者对天津市高一数学教师的

学科教学能力开展了问卷调查，辅之以访谈。现将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进一步数学学科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天津市普通高中（含民办公助和私立校）高一数学教师，

调查范围覆盖全市 16 个区，问卷调查的对象共涉及天津市 170 余所普通高中校，

共计 496 名高一数学教师参加了调查，天津市 2018 年高一数学教师共 715 名（含

民办公助和私立学校），参加调查的人数占全体高一数学教师的 70%，覆盖面

较广。调查样本充分兼顾了市、区和各种类型学校的差异，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2  主要发现

2.1  课堂教学应试倾向明显

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教师都会在高一提前进行高考预热，让学生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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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高考（见图 1）。把高三的综合题放在高一讲，从数据看是个普遍现象，

58.26% 的高一数学教师认为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27.02% 的教师认为基本符合，

只有 14.72% 的老师认为不太符合。说明在高一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数学教师大

都瞄准高考，这样会带来一定的教学过度问题，需引起注意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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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实施

Figure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提前让学生学习高考内容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教师都谈到学

校把升学率作为考评教师的最主要指标。调研数据和访谈结果显示，在高一教

学中讲高三综合题的情况在教学中比较普通，主要是教师想让学生一步到位，

在学习内容上表现为只注重考试内容的反复学习，尽早地适应高考。但从实际

效果来看，刚上高一许多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高一进行过多综合训练往往徒劳无功，反而造成学生因为赶进度，对基本概

念理解不到位的情况。

学科育人欠缺。从数据统计来看（见图 2），在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的

教学中，只有 55.07% 的高一数学教师达到了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水平，16.53%

认为不太符合，表明高一数学教师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

动的教学经验积累较少，有不少数学教师从来就没有开展过数学建模活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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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课改之后的课堂教学来说是个空缺，今后要加强数学建模和探究活动相关

的培训和指导。

完全符合             比较符合              基本符合             不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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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学建模、数学探究和数学文化的渗透情况

Figure 2  Mathematical Inquiry and the Penetra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里提到通过数学学习逐步形成包括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直观想象和数据分析的六种能力，

六种能力既互相独立，又相互交融，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数学教学应该帮助学

生理解会用数学知识，养成数学思维。有学者认为数学教师的教学知识应包括：

教学的课程知识——关于包括技术在内的教学材料和资源的知识；教学的内容

知识——关于表达数学概念和过程的方式的知识；教学的方法知识——关于教

学策略和课堂组织模式的知识［2］。

研究发现，数学建模、数学探究在课堂教学中涉及不多。只有 53% 的教师

课堂教学中关注这方面内容。将近一半（47%）的教师课堂教学不涉及书本知识

之外的思维品质素养的培养。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虽然在高中数学课标实

验版中有要求，但没有正式列入课程内容，《高中数学教学指导意见》和新课

标中将数学建模素养放在数学核心素养的第三位，课程结构中也把数学建模和

探究活动正式列入了课程内容，数学文化则融入课程之中，所以数学建模、数

学探究和数学文化的教学将是今后高中数学教学需要重点关注的教学内容。

什么是教学能力？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与界定。申继亮（2000）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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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了哲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相关观点，提出教学能力是由智力基础、一般教

学能力和具体学科教学能力构成 ; 其中，智力基础包括分析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实践性思维 ; 一般教学能力包括教学认知、教学操作、教学监控能力 ; 具体学科

教学能力包括语文、数学、化学等学科教学能力［3］。数学教学能力是指教师

在教授数学学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在数学文化的教学上，也存在一定问题，25.41% 的教师认为基本符合或不

太符合，说明日常教学中对数学文化关注度不够。高中数学教材中有许多让学

生了解数学文化的知识载体，但有不少教师认为高考不考，在教学中一带而过

或者无视而过，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改进。

访谈中也有教师提到与其他学科老师相比，（尤其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

数学教师的育人能力略显不足。这些回答体现了数学教师群体自身对于数学这

门学科的认识，以及教学能力与育人能力的关系。由于数学教师的教学内容大

多围绕高考内容来设计，使得课堂教学中的数学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育人

关注度不够。

2.2  教学方法多样性有待加强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应该把握数学本质，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提出

恰当的数学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与交流，形成和发展学科核心素养。从数据

统计上看（表 1），高一数学教师在阅读自学、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

索、合作交流等教法多样化方面和提供给学生足够的自主学习时间上，还有不

少提升空间，数据显示认为基本符合和不太符合的老师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

20.95% 和 23.79%。

超过 83% 的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内容，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

与交流。导学案是学生中心的教学方式，以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为特征，以学

生自主探究为主提出问题，教师辅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导学案尤其适合理

科教学。高中数学教师大都重视导学案及其对应教学法在课堂中的应用。在学

案导学应用上，有超过 80% 的教师都认为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将近 20% 的教

师几乎或从不用导学案。导学案是把双刃剑，如何用好导学案，让其真正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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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还需认真研究。

导学案对师生的都有相应的要求，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及学科基础，

教师需要结合教材内容及学生自身状况完成导学案的设计，并结合学生对导学

案的学习情况将分组探究法等教学方法合理的应用起来，保障最终的教学效果。

如果教师无视学生的基础即个别差异，不能及时从学生处获取反馈，调整课堂

进度改变教学策略，导学案就会加剧课堂教学中的“马太效应”。

表 1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方法多样性情况

Table 1  Divers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Core Literacy

问题 完全符合 比较符合 基本符合 不太符合
您能够结合教学内容，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引
发学生思考与交流

41.13% 42.74% 14.92% 1.2 1%

您能够结合教学内容，设计系列问题串，引导学
生学习和探究

40.32% 45.77% 12.90% 1.0 1%

您经常采用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的多样化教学方
式，如：阅读自学、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等

36.90% 42.15% 18.94% 2.0 1%

您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42.14% 44.35% 13.10% 0.4 0%

教学时，您经常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46.57% 41.53% 10.89% 1.0 1%
在课堂上，您经常使用导学案引导学生学习 43.95% 38.51% 13.91% 3.6 3%
不管什么课型，您都能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独
立思考、展示交流

29.23% 46.98% 20.56% 3.2 3%

2.3  教师课程开发能力不足

校本课程在新课程方案中要求有 8 个学分的内容，数学学科教师也应该为

这 8 学分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数据看，在校本课程的开发方面，20.16% 的高一

数学教师还没有开发过校本课程（图 3），所占比例比较大，26.01% 的教师只

是参与过开发校本课程，对于校本课程的内涵、目标及实施并不是非常清楚。

因此今后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建设上面应该加强。



·44·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教师学科教学能力调查研究 2019 年 8 月

第 1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10100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不太符合：20.16%

基本符合：26.01%

完全符合：24.19%

比较符合：29.64%

图 3  您开发或开设过数学校本课程

Figure 3  Have You Ever Developed or Developed a School-Bas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重要补充，能增强课程的选择性，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校本课程开发自然成为当前中学数学教师面临的

一项新的课题。但是，有能力开发校本课程的教师有限。究其原因，数学作为

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课程需要具备一定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如何把国

家课程转化为校本课程，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撑。课程开发是一种有计划的活

动，因此需要对将要实施的课程进行整体设计，需要研究、分析课程教学中所

涉及到的各方面因素，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含课时安排）、课程实施方式、

学生评价方式等。一般的数学教师不具备这些能力。

原因二是因为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课程开发。对

教学压力的调查数据表明，63.51% 的高一数学教师认为实施新课程一年来，工

作压力比以前增大。分析造成压力大的原因，一方面是数学教师一人两岗的比

例较高，另一方面，有不少数学教师认为学生在高一投入数学的学习时间有所

减少，造成预设的教学任务完成度不高。这就要求数学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

应优选课程资源，优化教法学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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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评价方式有待改进

评价具有丰富的教育功能，我们将用它来收集那些能够证明学习者在教育

的作用下是否发展了以及发展到什么水平或什么方向的证据材料［4］。从调研

情况看，25.22% 的教师基本上做到了作业形式多样化，根据学生情况选择适合

的评价方式，还有将近 10% 的教师不能根据学生差异进行相应的作业考核，对

不同基础的学生用统一的方式评价。大部分教师还做不到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大多是基于某几次测试，如月考、期中、期末成绩来进行评价反馈。考试作为

测量检验手段具有“片面性”的先天缺陷，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出学习者

的真实水平，试题的选取很难测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超过 20% 的

教师不能利用反映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数据，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

并及时反馈给学生，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作业形式和自评互评上，认为自己还未达到作业形式多样化和开展学生

自评互评的教师比例相对较高，说明数学教学中的评价方法和评价形式还有待

改进。评价的本质是用来诊断学生的学习风格、发展水平、智能类型、优势特

长等，为因材施教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要求教师逐步调整

课堂教学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学科核心素

养的形成和发展。教学评价不仅关注结果，也要关注学习过程。评价不是针对

教学和学生而是为了教学和学生。

3  对策建议

数学核心素养要真正落地，既需要教师更新理念，更需要为教师提供将数

学核心素养落地的具体抓手，以方便教师对于核心素养的识别与把握。所以研

制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教学指导意见是当务之急，通过教学指导意见，

明确数学核心素养落实在课堂教学的方法和途径，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做好指导

和引领。

数学教师的学科教学能力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的核心所在。学科教学能

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最根本的体现，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实践与反思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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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师的本体要素体现为数学学科知识、数学学科技能、数学学科方法、数

学学科能力、数学学科思想、数学学科观念、数学学科情意以及与本学科的关

联素养（如 STSE）等方面。本体要素是数学教师教学能力的基础，是区分数学

学科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学的重要标志［5］。

教师的课程能力有待提高。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有益补充。

如何基于校情开发出适合学生和教师发展的校本课程，对教师们来说既需要勇

气更需要智慧。高中生掌握了一些概念和陈述性知识，但对于数学本质还没有

清晰的定位，也没有形成理性探索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校本课程可以很好地弥

补这一空缺，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体现在通过数学的学习，学生能够从实际情境中积累

到活动经验，养成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一般性思考问题的习惯。能够用数学的思

维发现问题的本质，以简驭繁。教师要在教学中加强数学文化的讲解内容。数

学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通过讲解数学文化，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定理、

思想、方法等的理解与运用。通过对数学文化例如数学史的学习，激发学生对

数学学科的兴趣，间接体验数学家创造数学知识的思想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中小学教师培训在课程在内容上也需要兼顾教师情感，教师情感

是教师职业的一种诉求。需要引导和培养教师善于将自身的“实然”情感转变

为师生和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应然”情感，从而提高教学效果［6］。

传统的单一的线性评价制约了评价的功能，只凸显了评价的选拔筛选功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

敏感性、个人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多方面的发展。”［7］比纳曾提出：

“应该从认知过程方面进行测量，儿童的智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通过教育

得到改善。”［8］在新课程标准中增加学业质量标准是本次课标修订的一大突

破，但课标中的学业质量标准较为宏观，一线教师不太容易把握，因此教育行

政部门应组织人员认真研读学业质量标准，结合各主题的学业要求，制定更加

细致的学业评价标准，给一线教师具体的抓手和依据，同时要为教师提供更多

的评价案例，帮助教师理解学业质量的不同水平，从而让一线教师能够更好地

基于标准进行更加精准的教学和评价，上好每一节数学课，落实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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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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