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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新课标》明确指出：

“教师的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积

极参与，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过

程，为解决学生学习问题，要积极引

入现代化信息技术，改进教与学的

方式，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探索性、现实性的数学活动中。”作

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要与时俱进，

将微课融入到图形与几何教学中，

充分发挥微课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指向性强的特长和优势，让学生学

习兴趣得以激发，促使学生空间思

维能力的提升。

巧用微课演示，重燃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小学生而言，图形与几何

知识内容抽象复杂，学习起来很有难

度。如果教师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进

行教学，学生只能通过教材了解到相关

概念和知识，不能深入理解相应的原理

并进行实际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将微课引入

到小学数学教学中，重燃学生的学习激

情，促使他们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中。

比如，在“平移与旋转”这章节的教

学中，虽然平移与旋转是最常见的两种

形式，但由于学生年龄较小，思维发展不

成熟，不能将物体的运动与具体的生活

相联系，理解起来具有很大难度。对此，

将微课引入到课堂中，根据本章节一个

知识点进行短时间的教学。在具体制作

过程中，借助微课当中的特写镜头，在课

堂教学中重点突出平移与旋转的不同特

征，向学生对旋转与平移的重难点进行

针对性的解释说明，让学生直观明了物

体两种运动变化的特点。同时，借助微课，

把旋转、平移与具体生活中的事物相联系，

为学生播放飞机和风车动图，并要求他们

认真观察，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切实有效地完成了教学目标。

精选微课内容，突出教学重点
众所周知，微课质量直接决定课堂

教学效率。因此，教师要做好微课主题

界定工作，认真探究教学内容，通过不断

地调整和筛选，将最能体现教学重要内容

的知识点融入到微课当中，并借助多媒体

将教学内容做成3至5分钟的精简视频。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教学一个或

几个知识点时，通过微课演示出来，让学

生更好地明确本课堂学习知识的重

点及难点，再进行反复强调相关知识

点，让学生对整个知识体系的学习能

够融会贯通，达到实际运用的效果。

比如，在《圆柱体的初步认识》

的教学过程中，将圆柱的认知作为

重点，通过微视频的方式全面彻底

地分析圆柱上底面、下底面、侧面，

通过微课不断地演示圆柱拆分、组

合的过程，直观形象地让学生明确

圆柱具有哪些特征？再引导学生将

跟圆柱有关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

起来，进而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掌

握关于圆柱方面的知识。

另外，在圆的面积教学过程中，

借助微视频向学生渗透一种转化思维，

即将圆面积计算有效地转化其他图形进

行计算，最大化地调动学生利用已有知

识解决问题。在充分利用微课进行演示

的同时，还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将圆

形纸片平均剪成八份、十六份、三十二份

等进行类推，通过这样的类推图慢慢接

近长方形，让学生对圆的面积有一个全

新的认识。完成这些环节后，再引导学

生进行讨论归纳，让他们切实有效地掌

握圆面积的计算公式，也懂得如何进行

实践操作。

汇集微课资源，设计微课专题系列
学习图形与几何知识，最重要的就

是要将前后所学知识进行相互对比，有

机地联系起来。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

进行“专题式微课”“系列微课”的系统设

计，最大化发挥微课的优势。专题系列微

课不仅可以让学生反复地观看，有利于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还可以有效地帮

助学生进行知识点的区分和联系，让学生

构建相应的知识体系。比如，教师可以将

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梯

形、圆面积推导，以及各平面图形之间面

积关系的知识体系，切实有效地设计成一

个系列微课专题，再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微信、QQ等发布在家长群中，以便于家长

利用相应的资料指导学生进行学习。

总之，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师

在“图形与几何”的教学中，要结合实际

教学内容，充分利用短小精悍的动态教

学视频，帮助学生掌握教学重难点、培养

空间意识，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今年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

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

方案》，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充分调动

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

“大平台”、建好“大师资”，为办好“大思政

课”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实践路径。坚持开

门办思政课，要开好“三扇门”，让大思政

课真正入脑入心、有滋有味、见行见效。

坚持开门办思政课，要叩开学生心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

是讲道理。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如何叩

开学生心门，把思政课的道理讲到学生

的心坎上，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

扬斗志的效果？情怀要深。思政课教师

要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的家国情怀，坚

持“立德树人”的育人情怀，潜心从教、精

心育人，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为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道

理要透。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

能说服人。”思政课教师要自觉站好三尺

讲台，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讲理论、讲

道理、讲观点，自己一定要真懂真信，讲

课才能讲得有底气、有感染力，才能经得

起“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追问，

让学生学懂学透学明白，让课堂成为传

播真理的殿堂。方式要活。要主动学习

教育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理论，推进教育

改革实践，注重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创

新，围绕思政课教学内容创作微电影、动

漫、音乐、短视频等，用学生听得懂的语

言、听得进的方式，提升课堂趣味性、生

动性、互动性，做到教之有物、育之有法，

让大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坚持开门办思政课，要打开学识之门
思政课是一堂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特

殊课程，“大思政课”是在思政课基础上的

守正创新，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更加需要思政教师打开学识之门，拓宽知

识面，破除学科壁垒。首先，要具有多学

科的知识背景。善于将其他学科的知识

有效融入思政课教学，丰富和充实思政课

教学内容，善用多学科知识开展理论研

究，拓展思政理论研究视野。其次，要具

有宽广的国际视野。立足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正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学生关切，及时进行理论回

应、道理阐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大

势和国际问题，自觉抵御外部敌对势力腐

朽错误思想侵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

全。还要善于从历史、文化中挖掘思政教

育资源，比如地方红色文化、学校校史资

源等等，可以紧密围绕社会热点，将建党

精神和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等伟大精神，以及英雄模范的先进事

迹等引入课堂，让“大思政课”有滋有味。

坚持开门办思政课，要推开学校大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

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

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

现实结合起来。

要善于利用思政课社会实践平台。

根据《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

方案》部署，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利

用现有基地，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各地教育部门也将结

合实际，积极建设“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我们要主动对接各级各类实践教学

基地，开发现场教学专题，开展实践教学。

要建设和利用好大思政课云平台。

当前国家把“大思政课”摆在教育信息化

的突出位置，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中的思政教育资源，鼓励

学生自主学习，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大

思政课”网络云平台建设，加强思政课信

息化建设，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思政金

课”，为平台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推动思政教师队伍“请进来”“走

出去”。落实思政课特聘教授、兼职教师

制度，将地方党政领导、科学家、老同志、

先进模范等“请进来”担任思政课兼职教

师，利用讲座讲坛、讲座报告等方式讲授

“大思政课”；同时推动思政教师队伍“走

出去”，到各级宣传、教育等党政机关或

基层挂职锻炼、蹲点调研，去参加学术交

流、实践研修等，锤炼党性、锻炼本领，让

“大思政课”真正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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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门办思政课要开好“三扇门”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莉

郴州市第一中学 朱作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千年大业，人

才为先。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贯

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是思政教育一块

重要园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

立足数学学科特征，巧妙融合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

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下面，笔

者以高中数学概念教学为例浅析思政教

育与高中数学的有机融合。

徜徉数学历史长河，挖掘丰富思政元素
我国的数学研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

史,还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成就。在高中

数学概念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追溯

数学文化历史，从我国古今数学成就中

多维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

比如在进行球的表面积教学时，可

以向学生介绍中国魏晋时期的数学家祖

暅，他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

观点，从而圆满地解决了球面的计算问

题。而在西欧，直至十七世纪，才由意大

利的数学家卡瓦列里提出了被西方人称

为“卡瓦列里原理”的等面积原理。他的

发现要比我国数学家祖暅的研究晚了

1100多年，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数学

家的杰出智慧。在数学概念教学中,适

时引入数学研究历史,讲述古今数学家

上下求索真知的励志故事,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训练他们的数学思维,还

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

爱国热情，突出数学学科的思政功能。

融合多学科知识，搭建思政教育平台
当前的教育核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学生，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要

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巧妙融合多学科知

识，搭建思政教育平台，实现“立德树人”

的教学目标。

比如在讲解三视图的概念时，可以

引入脍炙人口的诗词名句“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的这两句

诗概括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千姿万态的庐

山风景。游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庐山面

貌，可以得到不同的观景感受，有时候看

到的是跌宕起伏的山岭，有时候看到的

是直插云霄的山峰。在数学中，三视图

是让观测者从正面、左面、上面三个不同

角度观察同一个空间几何体而画出的图

形，可以更客观、完整地绘制物体的形

状。联系学生熟悉的诗句来讲解三视

图，不仅可以给抽象的数学课堂注入一

缕诗情画意，还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只有

全面分析问题，才可以看清问题的本质。

联系社会热点，增强育人实效
运用概念知识解答实际数学问题是

数学概念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了

使学生在实践中感知数学的价值和魅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紧密联系实际生

活，用生活中的例子去引导学生学习概

念。这样可以让数学课堂与思政教育融

合得更自然，更鲜活，更能增强育人实效。

比如近期受疫情影响，国家不断出

台经济调控措施，调控利率就是一项有

效举措。在教学中我设置了这样一个情

境：假如你有 10 万元，现在去银行存

款。银行提供两钟计息方式：方案一，单

利年化利率4.5%最长存3年，3年后按当

期人民银行规定利率计息；方案二，复利

计息3%，但10年内不能取出。请你选择

合适的存款方式。学生在思考时老师要

对他们进行投资风险教育，告诉他们风

险与收益同在，要慎重选择。同时还要

告诉学生理性对待调息，支持国家经济

调度，货币政策宽松可以对冲疫情的影

响。这样的教学由表及里地挖掘数学思

政教育元素，不仅培养了学生运用概念

知识解题的能力，还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使数学显

得有温度、有广度、有厚度。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认真研读

教材，留心积累素材，巧妙联系生活，深

入挖掘思政元素，站好思政讲台，不断推

进数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行之有效的

教学模式，在全方位推动育心育人的高

效教学中开创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

规划课题《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与思政教

育 的 融 合 路 径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ND229311）的研究成果。）

高中数学概念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