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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政策对高中数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改革的方案已经确定，高中数学不再区分文理科，在教材方面也

做出了改变。面对新高考政策，高中数学教学工作该如何开展需要高中数学教师努力思考并研究探索。论文结合新高考政策

下高中数学教学的现状，探究高效的教学策略，旨在提高高中数学教学的效率，促进高中生数学核心素养提升。

Abstract: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has reformed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he reform 
plan has been determined that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no long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 and has also made chang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fac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how to carry out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work needs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o think hard and study and expl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and explores the efficient teaching strategy, aim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cor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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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高中数学教师来说，新高考政策的改革给教师的教学

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新高考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巩固学生

的数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育学生的创

新意识与创新精神。在新高考政策下，高中数学教师应帮助

高中生增强心理素质，克服心理恐惧、从容应对高考。

2 新高考政策对高中数学的影响

对高中生来说，数学一直是一门学习起来较为吃力的学

科，也是教学的难题，数学的特点是抽象、思维方式独特，

因此对一些学生来说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传统的数学学习

方法依靠大量的题目训练以达到增强数学学习效果的教学

方式，存在较多的弊端，无法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欲望，同

时也使学生的思维过于机械、固化，数学学习缺乏创新能力

和创新精神。而新高考政策则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尊重

学生的主体意愿，希望改变“高分低能”的教育现状，凸显

素质教育的优越性，同时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增强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新高考政策的实施，尽管考试科目没有发

生改变，但是却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教学更

加关注学生的兴趣，改变了以往“题海战术”的数学学习方

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教育过度夸大分数的作用，教育教学缺乏创新精

神，更加重视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这种唯分数论的教学方

法根植在广大教育者的心目中。“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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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老师的法宝”经常在人们口中听说，可见考试与分数

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变得更加多样化，要求人才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同

时也要求人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二者缺一

不可，在这种背景下，依旧传承以往的唯分数论的教学方法，

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新高考政策

下，唯分数论的教学观念已经大大改变，新高考政策对高中

数学的教材内容进行了改革，删除了一部分内容，增添了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自主能力方面的内容。传统数学观念致

力于培养高分学生，而高分学生不足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容

易被社会淘汰，新高考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改良教育

内容，而教师也应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观念，从培养高分学

生向培养高能学生转变，既要求学生具备充裕的数学知识，

同时也要求学生拥有较高的数学能力 [1]。

3 新高考政策下数学教学改革的措施

新高考政策的实施与推广，对广大高中数学教师来说是

一次挑战和精进，对数学教师的教学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数学教师应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升，主动调整好教育

观念和教育思想，积极投身到数学教育过程中去。

3.1 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法

在新高考政策下，教师要对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进行优

化和调整，以适应新高考政策改革的需求。数学作为一门重

要的学科，更需要教师加强钻研，首先数学教师要改变以往

的教学思想，注意调整教学方式、改变教学方法，减少数学

课堂中出现的问题。高中数学中的抽象概念知识较多，因此

教师要借助辅助教学工具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

教师还可以结合分组合作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小组学习中

相互激励、相互促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不同学生的数

学基础不同，因此在数学任务的布置以及学习目标的树立

上都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

教师不能只关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要针对每一名学生的

情况“对症下药”，使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在对待学生的关系上，教师应多尊重、赞赏和鼓励，在得到

了教师的肯定之后，学生会更加专注地投入数学知识的学习

中，教师应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营造和谐的班级氛

围，使课堂气氛变得愉悦，让学生在快乐的环境中积极主动

地学习。新高考政策下，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习积极性以及学习状态，教师应改变以往冷冰冰、严肃的教

学态度，积极推进“微笑教学”，使学生感受到课堂上的温暖、

“如沐春风”，才能更愿意融入课堂、学好数学 [2]。

3.2 加强教学反思，增进交流沟通

教学课堂反思有利于教师发现和总结自身教学中出现的

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策略。在新高考政策下，教学

模式处于持续更新的状态，为了适应新高考政策，教师要加

强课堂反思，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也可以通

过调查研究、问询学生的方式进行反思，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交流，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要多听取学生

的建议，从而积极改进课堂教学质量，调整教学方式。教师

与教师之间也应就调整和改革教学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相

互探讨和学习教学经验。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需要教师具

备良好的随机应变能力，安排好课堂的教学内容，为了提高

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也可以结合模拟授课的方式，不断总

结和反思，经过反复的模拟授课，及时发现课堂中的问题。

3.3 积极完善教学环节

在数学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将书本上的数学

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样才不会脱离实际，才

能够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才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统计方面的知识时，教师可以设

计一个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近的内容让学生统计，这样学生理

解起来比较容易，并且学生自主参与到统计课题的训练中，

可以更加深入地掌握关于统计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解决问

题的能力。因此，数学教师要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还

应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平时的生活中应多观察和发现数学

知识，并将其运用到课堂中去。在人教版书数学中，学习“等

差数列”，单纯的学习数字会比较抽象，而教师可以结合教

师内的座位来抽一部分学生报出自己的座位号，然后剩下学

生的座位号再由其他学生去推算，则可以增加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教师在讲述等差数列相关的知识时，可以联系实际

生活多方面举例子，引导学生自己去总结数列的规律，从而

加深对等差数列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3]。

3.4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数学学习的关键在于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用数学思维

来看待数学问题，才能够快速接近问题，这也是培养数学核

心素养的关键，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由于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学生的思维

必然也会存在差异，而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要关注学生之间

的差异，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数

学思维能力。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专项训练来有意提升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继而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判断

问题的能力。例如，教师要提高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在求

解正六棱柱体积时，已知正六棱柱的边长和高，针对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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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进行思考和求解，鼓励学生采用多种

方法求解，然后再结合不同的方法中选出最简单高效的计算

方法，这样可以增加学生的参与热情。

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

的引领者和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在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教

师应引导学生自主地思考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培

养独立思考的精神。由于每一个学生之间都存在不同之处，

如学生之间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水平都不相同，而且学生思考

问题的方法也存在不同，因此教师在组织实施数学教学过程

时，应更全面了解学生，制定差异化的教学方案，分层次设

计教学目标，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在学习正

弦函数时，教师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定不同等级的教

学目标，对于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学习目标的难度较低，

而对数学基础较为扎实的学生，其学习目标设定的难度会更

大，这样也符合学生思维发育的特点，不至于因为学习目标

过高或者过低挫伤学习积极性，满足不同层级学生数学学习

的需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学习潜力。

4 结语

数学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和学习的引导者，为了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方法，努力适应新高

考政策的教育改革内容，不断调整教学方法、转变教学思想。

新高考政策更加关注学生本身，注重培养高能高素质人才，

对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力有要求，同时也对学生的创新能力、

自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有要求，因此数学教育不能只关注

分数，而要关注人，教师的教学重点也应转移到学生身上，

将培育出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以此来满足素

质教育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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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更加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此外，还要有合适的激励机

制去鼓励原有志愿者的热情与吸引更多的高校学生加入志

愿者团队当中。志愿团队应该要通过构建一个符合高等院校

大学生要求的鼓励性制度与政策措施，这既要符合高等院

校、农村地区的利益，同时也要满足大学生志愿者的目标与

诉求。志愿团队应该结合本校的特点，构建一套符合同学们

需求的鼓动性管理体系。志愿团队除了对人员的激励和精神

上的激励以外，还要适当增加物质奖励。精神激励具体方法

是要建立全校或全党支部或全乡村的志愿服务表扬机制，并

在各地建立星级志愿者考核评定机构。与此同时，星级志愿

者的确定会对于学生在入党、考核优秀、升迁以及就业方面

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4 结语

高校志愿服务活动要与现实背景相结合，在做志愿充实

大学生活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的目的。“党校村共建”的志

愿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过

程中，要注重培养高校学生志愿者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

担当意识，树立不断进取，终身学习的理念。除却志愿活动

中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收获外，每学期的志愿活动完成过后的

总结与表彰大会也很重要。重视和给予表彰主要是为了通过

优质的高等学校学生志愿援助服务，优秀学生和杰出人物光

辉事迹宣传能够极大影响到高校、乡村与整个社会，让大家

都知道能够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高等学校学生

志愿援助服务事业精神十分感兴趣和心生向往，进而引导更

多的人关注志愿服务活动，在广大高校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活

动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升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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