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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数学教学是育人的主
要渠道，对实现职业学校的德育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研究职业学校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以

探索本课程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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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提出

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师是学校践行立德树人的主体，需

要把立德树人有机地融合到知识的整个传授过程中，其

本质要求是德育为先、以人为本，形成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堂上，适当的教学情境的创设，在传授知识的过程

中引导学生了解知识的背景，理解知识的发展脉络，思考

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和人文精神，达到育人的目标。

1 概念的界定
情境教学既是一种教学理念，也是一套教学策略。它

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学情及教学实际出发，对教材进

行加工处理，创造性的设计教学情境，有效突破重难点，

激发学生的思考、表达、体验和应用。职业院校课堂上的

情境设计要结合生活、专业，以及学情、国情，帮助学生构

建新知，形成健全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2 情境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2.1 情境教学的心理学意义
心理学家赤瑞特拉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11%来自

听觉。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理深处，都有一种根深

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

如果教师前期深度研究课标、教材、学情、时事等，想

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刺激多种感官让学生获取信息量，

那样的课堂气氛怎能不活跃呢？

2.2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数学认知结构
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对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作必要

的铺垫，使新旧知识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在学生的已有

的知识与新知识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有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数学认知结构。

2.3“人本主义课程观”的要求
人本主义课程观认为，脱离了感情的智慧是空虚的、

无意义的。因为不以价值与情感为基础的智慧，往往使人

沦为非人的状态。

为了发展学生的健全人格，枯燥的文本语言必须同

情感相结合，融入思政元素。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磨练学生意志。

3 情境教学的方法和途径
3.1 引入数学史和数学故事创设情境
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你会感觉到数学就在

身边；同时，还能让学生和数学家拉进距离，获得数学发

现的成功经验。

1676年詹姆士. 贝努利致牛顿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微
分方程。直到 18世纪中期，微分方程才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微分方程建立以后，立即成为表示自然科学中各种

基本定律和各种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许多物理、力

学、生物等现象中，不能直接找到联系所研究的那些量的

规律，但却容易建立起这些量与它们的导数或微分间的

关系。现代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

型大多都是微分方程。微分方程作为工具，使科学家门得

到行星运动规律，发现的海王星的位置等等。这些都使数

学家更加深信微分方程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的巨

大力量。

再如，学完“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后，给学生应用拓

展。

问题 1：已知 A（2，3）到 B（x，-1）的距离是 5，求 x.
问题 2：已知点 A（2，3）到点 B（x，y）的距离是 5.
（1）试问满足条件的点 B有多少？
（2）这样的点 B有何特点？他的全体将构成什么图

形？（GGB作图）
通过建构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应用、分析与评价的能力。一切平面图形中最完

美的是圆形，以圆点为中心画出了最完美的图形。管仲曾

说过：“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为国之本，民若无

食，国家自然不会安定，历来治国安民者大都是值得这个

道理的。作为学生，以学习为重要任务，是我们未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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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有了坚固的基石未来才会站的更远，望的更高。

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编撰数学故事，让零碎的知识

点形成有机的整体。在学习集合的符号时，我编了这样的

情境：“张同学喜欢的歌手的集合记作 A，李同学喜欢的
歌手的集合记作 B。那么，张同学和李同学共同喜欢的歌
手的集合用 A∩B表示，称作 A和 B的交集；张同学和李
同学各自喜欢的歌手合在一起，组成的集合用 A∪B表
示，称作 A和 B的并集。∪是英文 union的首字母，是联
盟、合并的意思。”

交谈中发现，课堂上植入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内容，

丰富生动，富有情节。通过了解微分方程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学生既能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及用

途，还能通过理解一代代研究者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触

动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

3.2 借助专业知识创设情境
立德树人背景下要求提高能力，聚焦素养。绝大多数

高职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后，将面临各个行业的不同要求：

有的工作与数学联系紧密，如电子电工类、工程类、经济

类；而有的工作则相对松散，如文秘旅游类和装饰设计

类。这里的专业知识，不仅指学生学习的本专业知识，还

包括通识类知识。

例如，在学习“乘法原理”时，设计过以下情境：

问题 1 DNA是形成所有生物体中染色体的一种双
股螺旋线状分子，称为脱氧核糖核酸，携带着生物体的遗

传信息密码，是由称为碱基的化学成分组成的，存在于生

物体细胞中，DNA 看上去就像是两长长的平行螺旋状
链，两条链上的碱基之间由氢键相结合，在 DNA中只有
4种类型的碱基，分别用 A，C，G和 T表示 DNA中的碱
基能够以任意的顺序出现，两条链之间能形成氢键的碱

基或者是 A-T或者是 C-G，不会出现其他的联系。因此，
如果我们知道了两条链中一条链上碱基的顺序，那么也

就知道了另一链上碱基的顺序。由氢键联系着的两个碱

基称为碱基对，一个典型的细菌基因是一段有着 1500个
碱基对的 DNA，试计算可能的细菌基因数目。

问题 2 一个典型的哺乳动物基因是一段有着 2000
个碱基对的 DNA，计算可能的哺乳动物基因数目。比较
分水平问题 1中细菌基因的长度与哺乳动物基因的长
度，易知哺乳动物基因的长度是细菌基因长度的 4/3倍.
问哺乳动物基因数与细菌基因数的 4/3一样多吗？

问题解决过程

问题 1解细菌基因中每个碱基对的碱基有 4种选取
可能（A，T，C，G）。由于碱基对的确定性（A-T或 C-G），
知 1500个碱基对的可能排列数目即为 1500个碱基链的

可能排列数为 41500≈1.23×10903，此数字非常非常大。
问题 2解同理，可能的哺乳动物基因数目为 42000=

1.31×101204，显然这个数字比可能的细菌基因数目更大，
是细菌基因数目的 10301倍还要多。

用与学生专业有联系的实例、应知应会的素养知识

来创设情境，能够拓宽学生的思路，体现数学的应用价

值，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养和能力。

3.3 引用生活实例创设情境
用生活中的数学来学习数学知识，用生活中的数学

来重现生活趣闻，用生活中的数学来拓展创新思维。

在学习“两点间距离公式”时，课堂上学生从手机地

图中查出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找到测距工具；教师再出示

夫子庙游览示意图，依托平面直角网格图进行自主探究，

形成学习共同体。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数学，感悟数学来

源于生活，体会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测算方法，将静态

的数学知识与社会背景勾连。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1.如何求夫子庙小学到大成殿的距离？
2.科举博物馆到贡院的距离？
3.状元楼到永安商场的距离？

思考我们如何测算两地点间的距离，对比手机里的

测距工具，感叹先进技术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将案例中的

数据简化处理后，学生分组进行实验，在坐标纸上画出表

示距离的最短线段，从而思考如何求两点间的距离。

数学课本里说明文字太多，有的还脱离了实际，学生

看课本提不起兴趣。教师在备课时就要做大量的准备，查

阅资料、了解时事、洞察学情，使学生明白学以致用的道

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自驱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如，在讲“计数原理”时，我设计了这样两个情境问

题：“1.王小明上学路上，有 3种公交线路，4种共享单车，
那么他从家到学校，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2.王小明上
学路上，从家到南湖，有 3条公交线路，从南湖到学校有
4种共享单车，那么他从家到学校经过南湖，共有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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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走法？”这样可以使学生对新知识有真情实感，讲

每天经历的事情，兴趣和动力也由此产生。上“概率”时，

我这样问学生：“大家买过彩票吗？福利彩票、体育彩票、

传统足彩等等。哪一种彩票的中奖概率大呢？”如此导入，

学生们个个迫切想知道答案，精神振奋。

可见，生活化的情境能使学生初步从数学的角度观

察事物，掌握数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有这样，学

生才会更加坚定的学好数学，才能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一

种成就感，让学生真正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让数学为我所用，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3.4 自主探究的情境设计
近几年，我在所任教班级中，尝试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的习惯。实验以课前预习、参与课堂教学、写章节小结训

练为主要方法，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逐

步提高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怎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行们想出了种种方

法。比较热门的公开课模式有让学生做实验、做模型、上

网查询相关的知识，教师制作一些生动直观的课件等。这

些方法无疑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但限于目

前我们教学设备的现状以及教材内容的限制，不可能每

节课都能用上面所采取的方式。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教学

内容，如何让学生肯学、学好，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为此我在所教班级进行了关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

实验。主要方式，一是课前预习，二是让学生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来，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纠错、

释疑的作用。学生自身参与所引发的兴趣，各种必要的检

查手段以及适当的奖励方式，也起到调动了（或逼出）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作用。

另外，我认为“什么样的学生学什么样的数学”。基础

好的学生在自学能力、科学的思维方式上得到培养，中等

的学生带着预习中不懂的问题，在参与教学活动中化解

问题，巩固知识，较差的学生通过这一过程学到的东西肯

定要比只听老师讲一遍要多，效果要好。通过两年的实验

我体会到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值得庆幸的是看到了学生

在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方面的进步。

由于角色的转换，自主探究时时要求教师从单纯的

知识传授转为对自主学习的设计上，对学生给予引导，对

自主学习过程实施监控。教会学生参与课堂，教师真正成

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体现了育人价

值。

3.5 思政元素的情境设计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关于如何隔断病毒传播途径的

争议从没停止过。中国采取强有力非药物公共卫生“隔

离”措施，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群体免疫策略。通过本案例

学习，使学生能够基于数学模型和数据分析认识到中国

公共卫生“隔离”措施的科学和必要以及决策的英明。

自然世界现象的变化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无

限增大的类型，呈发散型变化；第二种类型是一直保持着

增大（或减少）的趋势，但其增大（或减少）的幅度与时间

成“反比”，即变化的速率在逐渐变小；第三种是周期性的

类型。前两种类型都和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有关（两者是

反函数关系）。社会上也存在两种增长路径，即以指数函

数与对数函数为代表的两种增长模式，指数模型代表事

物由慢到快的发展模型；而对数模型代表事物由快到慢

的增长模型。

指数函数模型蕴含的思政元素主要是唯物主义辩证

法与方法观，对揭示事物变化（增长或衰减）背后的数学

本质，帮助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培养

学生辩证思维、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具有

积极意义。

思政元素的融入能够基于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国家自信与认同感；以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

合、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辩证方法来揭示事物增长（衰

减）变化背后的数学本质，培养学生辩证的方法观、科学

精神与批判性思维。

4 结语
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理解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认识

到数学教育是一种人类理性探索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过程，是一种数学文化和素养的传承，使学生成为立体的

人。如果教学中的数学知识根植于情境中，将更有利于学

生找到数学学习的意义，进而促进其综合素养的发展，从

而成为有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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