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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摘要：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帮助学生拥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生成社会责任感、民族认同感已经成为学
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高中学生而言，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中，信息的输入与输出都变得极为便捷，学
生不仅仅可以深度参与社会生活，还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他们就是祖国的未来。在开展高中数学教学
时，我们可以借助数学的理性、科学性、生活性来对学生进行影响，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自我，审
视数学的生活价值。其中如果能够将立德树人教育目标作为高中数学教学的主目标之一，必然可以有效地扩大
高中数学学科的教育价值，对于学生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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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学生认知生成
在开展学校教育活动时，人们给予的期待往往

集中在两点，一个是知识的获取，另一个是认知的生
成。当然，学校教育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实施立德
树人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认知的生成入手
来帮助学生实现内在的改变与行为习惯的优化。在转
变学生认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
方面是积极地应用数学史，让学生在感受我国数学家
为了数学事业发展付出努力的过程中生成学习的兴
趣，生成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是让学生看到我国当
前在数学领域中的发展现状，或者是数学知识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让学生树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
念。如，在给学生讲授二项式系数的性质时，我告
诉学生，我国南宋时期数学家杨辉在他1261年所著的
《详解九章算法》一书中就已经记载了著名的“贾
宪”三角（也称杨辉三角），这是世界上最早给出二
项式展开式中各项系数的排列，它比欧洲最早发现这
个表的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要早四百多年。如，在给学
生讲指数、对数函数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可以联系实
际，搜集有关国民生产总值的题目，让学生惊叹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二、整合审美教育
其实，每一个人都向往艺术性的生活。提及艺术

元素，人们想到的是音乐、美术这些学科，不过在开
展高中数学教学时，我们同样可以展现出艺术性，带
给学生强烈的美感。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同时整合审美教育，让学生能够在视觉
震撼的过程中同时生成心灵的震撼。而以“美”的视
角来完成数学学习任务，会让高中学生展现出更多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学生的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后，学
生会因为拥有了幸福感，生成更为强烈的求知欲望。
比如在讲函数图像和立体几何时，让同学们感受图形
之美，对称之美，进而感受自然之美，激发学生热爱
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再比如运用数学知识对生
活事物进行推理，会使原本直线型的教育变得弯曲、
生动且易使人牢记于心。此时理性的数学知识对于学

生而言已经没有想象中那样枯燥，学生会感受到数学
知识的思维性，从强烈的美感出发，生成学习的兴
趣，并且想要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化的想法。

三、立足思维本色
在开展高中数学教学时，整合立德树人教育目

标，要注意从本色出发，不能为了“讲情”而忘记
“说理”。数学学科的优势就在于“理性”。我们将
数学学习与学生的生活感知能力进行整合，让学生能
够从思维能力出发对于问题进行客观的辨析，并且能
够应用“举一反三”的多角度思维方式来从不同的视
角看待问题，必然有助于高中学生的内在成长。让学
生内在变得理性，同时有助于学生突破自己在“小圈
子”中已有的固化认知模式。如：讲“反证法”证明
题目时，一方面要使学生明确反证法证题的步骤和方
法，另一方面要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那些直接难以
奏效的问题，为什么可用反证法解？是因为反证法是
在假设结论不成立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这实际上是
把结论的否命题当作一个新的条件使用，从而解决了
问题中“条件不足”的矛盾。解题的过程实质是揭示
矛盾、转化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逐步使同学们树
立普遍联系和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在这样
的学习活动中，我们不仅仅教会了学生一种数学解题
方法，同时还教会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学生在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多元化的，尤其是在新媒体
时代，信息往往会如潮水一般涌入学生的认知空间，
学生需要这种思辨能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时，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明理”，远比我们简简单单
地“讲理”更有教育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高中数学教学活动时，我们要明

了一点，我们面对的是正处于质变期的高中学生，他
们需要获得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知识”，他们需要增
长的是更多的见识，他们需要拥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与
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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