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讲 数学教学的整体设计 

给宋宁的注：本讲以一课时为宜 

一、将单元/模块划分为若干课时 

1. 1-6年级，每个课时教学内容应少一些增加数学活动和探究的时间；7-

9年级，每个课时的教学内容应有所增加；高中阶段，应保证每课时内容足够

多。 

2. 每个课时内，教学重点的数目以两个左右为宜。（给宋宁的注：可以考

虑增加香港电影和营销行骗的反面例子） 

3. 应安排足够的复习巩固练习时间，这也是中小学数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4. 在单元/模块结束时，应安排有复习和测试，可根据情况安排两个课时

左右。 

二、确定课型 

将单元/模块划分为若干课时之后，并不是马上对各个课时开始教学设计。

而是要在这之前，首先确定各个课时的课型。不同课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给宋宁的注：此处应增加例子） 

1. 新授课。新授课包括概念新授课和命题新授课。一般的教学步骤是：回

顾导入-讲授-练习/举例/巩固-小结-作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的举例和练习不应太难不应出现综合题，对于概念

新授课的例题和练习应以辨析例为主，对于命题新授课的练习应以印证例为主。

后续课程我们将针对概念和命题的教学设计展开专门的讲解，此处略。 

2. 练习课。练习课可以分为巩固型、综合型、操作型、问题解决型。一般

的教学步骤为：回顾-练习-小结-作业。练习课上的习题的作用为重现和调整，

应适当选取。 

3. 复习课。复习课要求教师准备好相应的复习提纲和所复习范围内的知识

点网络图。具体可以分为单元复习、学期复习、毕业复习，其所用习题的综合

性逐层次加强。 

4. 讲评课。讲评课主要是针对作业、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高/中

考模拟考试中的习题/试卷进行评讲。 

要注意的是，中小学教学工作中，新授课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这和大学教

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中小学实际工作中，复习课和讲评课的比例相对

较高。而在应聘面试的试讲中，则以新授课试讲为主。 

三、选择教学模式 

这一部分我们在前面的讲授中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提起注意的

是，虽然在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实际中，以讲授法为主，但是我们不提倡过

度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我们既提倡“讲练结合”的模式，又建议在讲授中穿插



其他教学模式的因素。另外，选择教学模式应从两方面着眼，一是教学内容适

合哪种模式，二是教师自身特点适合哪种模式。简言之，因课制宜和因师制宜。 

四、设计教学过程 

参考加涅的信息加工模式理论中的“九步教学法”。 

1. 引起注意。方法有：肢体语言、媒体呈现、启发式问题等。举例：山东

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魏建教授、本课程第〇讲、宋宁的线性代数、概率论、空间

解析几何；单个课时需要引起注意，整个模块、整个课程也需要类似作用的一

个开场白。 

2. 告知目标。注意：不是告知教学目标，而是学生的学习目标，注意使用

学生易懂的语言（因为此时学生尚未学习相关内容）。 

3. 刺激回忆。使学生联系已有的认知结构。（此处应有举例） 

4. 呈现材料。例如，讲解二次函数，可以呈现炮弹发射后的射高、射程和

射角的关系作为情境材料。 

5. 提供学习指导。促进语义编码，帮助学生组织好所要接受的信息。对于

数学符号和概念名称等，教师可以直接告知学生；对于数学原理，教师应该将

启发与讲授结合，指导学生发现规律和解决问题。 

6. 引出行为。学生实际参与的活动。教师引导的方式很多，例如，提问、

练习、讨论、实践操作等。 

7. 提供反馈。通过教师的反馈，学生能发现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需

要及时纠正。在这个阶段，讲师还应该根据情况，使用微笑、点头、手势等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效能感。 

8. 评价行为。可以是学生的自评，也可以是教师根据测验、练习、板演的

结果加以评价，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回忆和巩固所学成果。 

9. 促进保持与迁移。通常以小结和布置作业的方式实施。 

五、数学概念与原理的呈现次序 

（本学期讲授时将在《局部教学设计》一讲中讲解这一部分，似有不妥，

建议以后挪至此处讲解，可以参考课本 316页第四节） 

1. 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 

适用于：学习内容抽象层次高于已学过的内容，即奥苏伯尔所说的上位学

习。 

2. 从一般到特殊 

适用于：学习内容抽象层次低于已学过的内容，即奥苏伯尔所说的上位学

习。例如，平面曲线的方程→平面直线的方程。 

3. 类比并列。例如：众数、平均数、中位数 

4. 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例如，高中数学中的“极限”：一尺之

棰,日取其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