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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核心素养下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陈俊菁 

（福建省福清市第一中学,福建 福清 350300） 

 

摘 要 在高中数学教育中，道德教育的渗透是时代的召唤，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必然方法，在高中数学教育中渗透到道德教

育中，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况上并非易事，高中数学在不知道如何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中的情况下，培养“水润无声”学

生的道德素质成为许多数学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就如何将德育渗透到高中进行阐述，其中数学教学中从感情上

来说，高中数学教师应该有爱，在高中数学道德教育中运用数学文化，从多个方面体现数学文化和数学美，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高中数学教师应该用爱来指导数学教学，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数学史，充分发挥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教育作

用，从而侧面培养学生的德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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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课程标准是根据数学的特点，深入挖掘数学的教育

价值，以此加强数学教育的技能，树立以培养学生数学核心

素养为中心的课程意识和教学意识，让核心素养贯通数学教

学的整个过程，对于中学数学德育的渗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德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数学课如何渗透德育已经成

为所有数学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对这个问

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利用数学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数学历史是数学家斗争的历史，展现了数学家伟大的人

格和高尚精神，因此，利用数学可以激发学生对民族的自豪

感。由于新课程的改革之后，新的数学教科书有很多读物可

以让学生理解古代中国数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比如中国著名

的数学古典《算术九章》，首次提出正负数的概念和算法，代

数中公元前 2000 年在西方有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最初是由西

周王朝的数学家香高提出的，因此也被称为香高定理。例

如，对于“ ”的学习，学生可以看到祖冲之在 计算中

的出色表现，他将 计算至 3.1415926 到 3.1415927 之间。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 到小数点后六位的人物。学生可以

学习数学历史过程中的人物故事。 

另一个例子是杨菲的“三角阵列”，比在法国发现“帕斯

卡三角”早了 500 多年。这些优秀的数学家及其业绩创造了

中国数学荣耀的历史篇章，所以说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这不

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还能增强为祖

国建设努力学习的责任感和意识，而且可以训练学生不怕困

难、努力工作的良好学习理念。因此，只要教师巧妙地挖掘

教材，就能找到很多类似的道德教育教材，只有学生通过教

师的指导，学会深挖数学的深层次含义，才能激发学生对于

民族的自豪感，提升学生德育的培养和塑造。 

二、用数学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可以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爱好，而教材中的大部分数学内容都有有趣的

历史原因。事实是，由于数学知识很丰富，因此教师们教学

常见的数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时，如果能指出其出生地、历

史和历史的过渡过程，就会提高学生的兴趣。那么如何利用

数学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

深入： 

首先，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游戏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

趣。由于学生们喜欢说话、爱笑、爱动，如果在教学过程中

忽略了这些特点，学生会觉得无聊，所以课堂效果也不会很

好。而实践证明，游戏场景的创造不仅刺激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而且还带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教师可以利用创设生活状况，以此激发数学学习

的兴趣。众所周知，数学来源于生活，数学在生活中无处不

在，只有将数学教育打造成生活的氛围，才能真正调动学生

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新的课程标准是强调数学教学体现生

命，强调“书”要重视“世界”和学生的“生活世界”的沟

通，上课时要将学生的生活现实联系起来，利用学生喜欢的

素材创造生活场景，给学生一种“数学在我们身边”的感

觉，创造生活情境，让数学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刺激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最后，教师也可以利用故事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目前的学生更注重“有趣、有趣、新奇”的教学体验，

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创造有趣的学习环境，学习材料

的选择以及学习活动的安排，都必须要充分考虑现实生活背

景和兴趣，让学生觉得学习数学是一件深思熟虑的事情。因

此，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时，故事情节的创造是一种非常适

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首先对数学故事感兴趣，可以从感

兴趣的事件入手，其次引入数学课程。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课

堂的趣味性，还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专注

于数学学习。 

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教育改革之后，道德教育是目前教育界的新要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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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之后，要教导学生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热爱社

会主义，要继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

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有社会主义的责任

感，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努力使学生成为理想的、有道德的、

文化有序的新一代。然而，许多数学教师只重视在课堂上传授

基本知识和技能，利用学科特点，忽视爱国主义教育，这也会

导致学科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产生空白。 

在教学课程中，每一位教师都应该肩负起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任，中学数学教师也不例外。因此，在数学课堂上深化爱国

主义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

识，更好地渗透到爱国主义教育中去呢？ 

首先，教师应该树立榜样，让学生无意识地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数学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数学知识，而且要通过

自身的语言行为、气质、性格、思想品德等方面影响学生的

思想素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科学组织、优化

教育课程、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结合学生的切身利益，在

教学中不自觉地向学生传授爱国主义精神活动。 

“学高为师，德为楷模。”所有数学教师都要有博大的爱

心、无私的情怀。此外，要用正确的行为、文明的语言、高

尚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教育和影响学生。使学生受教师模

范的影响，有正确的世界观，树立人生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教师可以利用教材挖掘教材中的爱国主义教材。

也就是说，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挖掘爱国主义教

育的要素，有目的地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在中学数学

教材中，许多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和内容没有得到明确的体

现。因此，所有的数学教师都要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研

究教材，拓宽思想，教材中包含爱国主义元素，在教育过程

中对知识进行分析并通过爱国主义教育。 

例如，数学教师用正切函数值解释直角三角形，用中国古

代发明的茎和影证明季节和时期的历法，用“四联法”向学生

传授知识，以使民族自豪感激发了历史知识、地理等强烈的外

部性因素，运用“联系比较法”扩大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

效性，让学生感受到了我国的辉煌成就。当数学教师在讲解

《勾股定理》的第一节时，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教学，让

学生找到中国西周商业水平的“定理”，比欧美先进 500 年，

以此向学生渗透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数学教育应该由数学教师

自觉地渗透到学生中去，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教育的必

然趋势，也是数学学习的主要方向，那么如何在教育过程中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 

首先建立新的师生关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

主动教、学生被动学等单一的传统师生关系中，无法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整个教育课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因为，这个学生之所以能够听从教师的意见，是因为教师让

他做的，如果教师让他不做，他就不做了，学生的行为主要

依赖于外部因素。合理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相互

尊重的，教师不仅要成为学生的导师，还要做学生的参谋、

朋友、顾问。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注重教育方

法，教师不仅要接受学生，还要追求教育的艺术性，为了构

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个别评价、教师和学生

的相互评价改为学校评价制度。根据主体教育思想，现代教

育课程应该是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协调活动的过程，学生是

自己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在学校教

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共同承担教育任务完成。为

了让学生在学校教育管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必须改变班主任

的工作技能，班主任不是所有班里的直接组织者和执行者，

而是班级工作的设计者和领导整体教育活动的情况内容、负

责方法和条件的设计和安排，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提供必要

的指导和帮助。 

五、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 

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呢？独立思考不是瞎想、空

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来自于学生掌握的知识。 

首先，作为教师，要教学生学会思考，引导学生自觉形

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讲课不宜过细，

给学生思考的余地，不要让学生养成依赖心理。学生何时因

独立思考问题的兴奋而累，而不是因为纯粹的记忆而累，何

时便是教育成功之时，因为信息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处理信息

比记忆信息更重要。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记忆信息，而是因

为人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大脑“内存”空间。与其把有限的心

智资源用来记忆互不相干的事实，不如充分发挥大脑的思维

功能，连贯地思考问题。 

六、结语 

在学校里，教师是影响学生德育发展最直接的人，因此

教师应在高中数学课程中有效地渗透道德教育，使学生逐步

发展，促进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曹译方.新课程标准下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学学科德育功能

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2] 石云.高中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整合的价值原则及其途径

[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17):79. 

[3] 李严肃.高中数学教学中德育的渗透[D].呼和浩特:内蒙古

师范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