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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教学大纲

一、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中文）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

分析
课程代码 050412012

课程名称（英文）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aching

Material Analysis of Middle
School

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学 时 32 学分 2

开课单位 金融与数学学院 开课学期 4

适用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是否核心课 是

二、课程描述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是中

学数学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的理论基础，在明确中学数学教学和研究总体要求前提

下，学会如何进行中学数学教学组织，如何进行中学数学教学设计，如何进行中学数学

的教学评价，如何进行中学数学教材分析，如何进行中学数学教学和多媒体融合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知道中学数学教学和研究的总体要求，具备初步进行

理论分析的能力，初步知道中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初步学会教学评价的方式和

作用，初步学会教材分析的基本方法，初步学会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初步学会信息

技术与数学课程的融合，再通过实际训练，学会如何进行教材分析，从而为进一步进行

课堂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目标要求 权重

课程目标 1

通过学习，知道什么是数学，什么是数学教学，什么是数学课程标

准，什么是数学课程，什么是中学数学的课程性质，课程教学的任

务等内容，学会基础教育改革数学课程的改革目标，学会数学教材

分析的方法（学会主线分析法，微观分析法，数学文化视角下的教

材分析法）。学会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方式，评价的目的。学会信

息技术与教材融合的具体应用。

0.5

课程目标 2
知道中学数学教学的最新动态，知道中学数学教学在整个中学阶段

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步具备独立进行教学设计这一创造性

的劳动能力。

0.3

课程目标 3
学会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观代信息技术获取中学数学教学理

论的新方法、新理念能力，具有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跟踪中学

数学教学的最新发展的能力。

0.1

课程目标 4
通过课堂互动、小组作业、考勤等形式，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反

思研究技能、教学组织能力和合作交流的能力。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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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H）
3.1掌握数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备运

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7.学会反思（M）
7.2 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数学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课程目标 2

3.学科素养（H）
3.2掌握情境学习、探究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等多种

教学策略，能够以学生为中心，系统开展教学。

4.教学能力（H）

4.2具备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学业评价、应用信息

技术与工具辅助教学等基本的教学技能。

4.3能够在教学实践中通过知道学情、备课、上课形

成一定教学经验并以此完善教学。

课程目标 4

2.教育情怀（L）
2.2具备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数

学知识、技能，引导学生成长。

4.教学能力（H）
4.4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能发现和提出数学教学中的

现实需要和问题，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利用教育

科学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数学教学问题。

五、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数学、数学课程与数学课程标准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

教学目标 知道数学、数学课程及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概念、发展简史，知道数学

教学的基本理念；学会数学教学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 数学、数学课程，数学课程标准、数学的课程性质等概念

教学难点 如何知道课程性质的具体实施，课程标准的内涵，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区别与联系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法

主要内容 1.什么是数学

2.什么是数学课程

3.数学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发展的历史

4.中学数学课程性质

5.中学数学老师应具备的数学素养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第二章 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4

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知道高中数学和初中数学的基本理念

教学重点 义务教育初中课程基本理念

教学难点 初中数学课程理念和高中数学课程理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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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

1.数学教师应该具有的数学观

2.数学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3．树立正确的课程内容观

4．新课程所要求的数学教学观

5．树立基于学生发展的学习评价观

6．信息技术的使用

第二节高中数学课程基本理念

1.学生发展为本，立德树人，提升素养

2.优化课程结构，突出主线，精选内容

3.把握数学本质，启发服考，改进教学

4.重视过程评价，聚焦素养，提高质量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教师辅导

第三章 数学课程的目标与内容解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教学目标 学生要知道数学课程总目标，四个方面的目标，明确课程目标和课程教

学的关系，初步知道中学数学的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目标和高中数学课程目标

教学难点 课程目标的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初中数学课程的目标与内容解析

1.初中数学的课程目标

2.初中数学的课程内容

第二节高中数学课程目标与内容解析

1.高中数学课程目标

2.高中数学的课程内容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教师辅导

第四章 数学课程标准中教学建议解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4

教学目标 学生能说出课程标准提出的教学建议，能知道建议提出的依据，通过案

例分析，知道这些教学建议，通过教学设计，学会并应用这些教学建议，

通过学习，建立数学教学的信心及积极性。

教学重点 如何落实课程目标 达成课程理念

教学难点 学生独立进行教学设计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任务驱动法、讨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数学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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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知道和学会双基的基础上发展能力

2.感悟数学思想，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3.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

第二节数学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

1.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提高对数学整体的认识

2.注重数学知识和实际的联系，发展应用意识和能力

3.关注数学的文化价值，促进科学观的形成

4.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第三节数学教学方式与手段

1.重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2.改善教与学的方式，使学生主动学习

3.恰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课后辅导、课堂讨论

第五章数学课程标准中评价建议解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教学目标 知道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的评价建议，知道评价内容的丰富性，评价方式

的多样性，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全面使用评价结果；在教学实践中能

体现课程标准的评价理念，并能应用常见的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 评价的方式，评价的作用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教师指导法 讨论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数学课程标准关于评价内容的建议

1.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评价

2.过程与方法的评价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

第二节 数学课程标准中关于评价主体，方式及使用的建议

1.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2.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3.评价结果的呈现与使用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 教师指导

第六章 数学教学内容的主线分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教学目标 知道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意义，学会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基本方法，能

运用主线分析方法对中学数学教学内容进行主线分析

教学重点 主线分析方法

教学难点 具体的分析实践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初中数学教学内容的主线分析

1.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基本方法

2.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具体操作

第二节高中数学教学内容的主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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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基本方法

2.教学内容主线分析的具体操作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教师辅导

第七章 数学教材的微观分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4

教学目标 学会教材研究的微观分析方法和步骤，能利用教材研究的微观分析方法

和步骤科学、准确的分析初、高中数学教材

教学重点 教材的微观分析概念及具体分析

教学难点 对教材进行具体的微观分析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数学教材微观分析的含义和基本要素

1.分析数学教材的地位，作用及编写意图

2.分析教材的核心内容和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

3、分析例题、习题的编写意图

4、分析教学的重难点

5、分析教学目标

第二节数学教材微观分析的相关案例

1.初中案例

2.高中案例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案例分析、教师指导

第八章 文化视角下的数学教材分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教学目标 知道文化、数学文化的多元内涵，知道数学教育的文化相关性、知道数

学文化视角下分析教材的方法，能从数学文化视角下欣赏和分析数学教

材。

教学重点 对文化、数学文化的知道和实际运用。

教学难点 数学文化视角下的具体分析方法。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对文化、数学文化的认识

1、 文化

2、 数学文化

3、 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

第二节 数学文化视角下的分析教材的方法与案例、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第九章 信息技术与教材融合的研究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教学目标 知道数学课程标准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要求，学会数学教材中信息技术

的类型、融合的模式，知道数学教学中信息技术的使用方式，知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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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数学教学的影响，通过案例学习，知道信息技术与与教材融合的

中学案例分析的内容、过程和方法

教学重点 中学数学教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

教学难点 信息技术与数学教材的具体融合的方法

学 时 课堂教学 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2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技术与教材融合的分析

第二节 信息技术与教材融合的案例分析

第三节 平板电脑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课堂讨论

第十章 数学教材的比较分析

课程目标

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1、2、4

教学目标 知道并能应用常用的教材内容属性的比较方法，数学并应用常用的教材

的组织属性比较方法，知道并能应用常用的教材教学属性比较方法。

教学重点 学会教材内容属性比较、组织属性比较和教学属性的比较

教学难点 具体的比较方法。

学 时 课堂教学 4学时，课外自主学习不少于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材比较维度与内容属性的分析方法

1.数学教材的比较维度

2.数学教材内容比较属性的典型方法

第二节 教材组织属性和教学属性比较的典型方法

1.数学教材组织属性比较的典型方法

2.数学教材教学属性比较的典型方法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 教师指导

六、教学要求

1.聚焦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和中学数学教法的特点，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达到

各章中所提出的有关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要求学生牢固学会并熟

练运用教学的重点内容，拓宽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路。

2.课堂讲授实行启发式，以丰富的案例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突出重点与难点，

采取精讲多练，要求学生牢固学会并熟练运用重点内容。重视对学生的方法指导和课堂

教学效果信息的反馈，同时将结合课程目标要求，做好考核内容设计，并严格按照本大

纲要求做好出勤率统计、作业评价等各项工作。

3.坚持课后练习是教好、学好本课程的关键。根据正常教学进度布置一定量的课后

作业，要求学生按时完成。同时重视课堂讨论、线上线下课外辅导和批改作业等各个重

要教学环节。

七、课程的考核环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自评方式

（一）成绩构成

1.考核成绩=期末成绩×60%+平时成绩×40%
2.期末成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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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末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核成绩为百分制。

（2）期末考试主要支撑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和课程目标 3；根据课程目标，统计

试题分别支撑每个课程目标的分值，用于核算课程目标达成度。

3.平时成绩说明

（1）平时成绩为百分制，由平时作业成绩（a1）、平时测试成绩（a2）、考勤与表

现成绩构成（a3）。

平时成绩=a1×30%+a2×30%+a3×40%
（2）平时成绩评分细则

平时作业 a1：考核学生利用数学分析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纸质作业或拍

照上传至网络教学平台，以 a1×30%进行平时成绩核算。

平时测试 a2：以数学分析基本概念、基础知识为考核点，题型为选择、填空、计算、

证明等题型。以 a2×30%进行平时成绩核算。

课堂考勤 a3：严格考勤制度，通过课堂回答问题、课后线上交流的点名提问、抢答

等环节进行，根据题目难易程度、互动表现核算加、减分，以实际得分 a4×40%进行平

时成绩核算。

（3）平时成绩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目标

编号
课程目标

平时

作业

平时

测试

考勤

与表

现

分

值

小

计

分

值

比

例

1
知道数学科学、数学教育核心价值观，树立科学

的数学教学理念，形成“立德树人”和促进学生全

面、可持续发展观念。

5 5 5%

2

知道数学分析中的积分，级数的基本思想，逐步

提高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推理判断的能力，

培养学生熟练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的能力以及

对符号语言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20 20 20%

3
学生所学知识满足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要求，会

使用科学方法解读和研究中学数学教材，使学生

形成初步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能力。

5 5 5%

4

通过教学与考核，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严

谨的科学态度，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精神以及沟通交流、自我学习的能力。
30 40 70 70%

分值

合计
30 30 40 100

分值

比例
30% 30% 40%

100
%

（二）课程达成度分析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

1.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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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编号为 i的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Sk——支撑编号为 i的课程目标有 k个考核环节，Sk为编号为 k的考核环

节的平均得分；

Tk----支撑编号为 i的课程目标有 k个考核环节，Tk为编号为 k的考核环

节的总分；

Wk——编号为 i的课程目标对应第 k个考核环节的权重。

2.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计算

式中：D——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Di——编号为 i的课程分目标对应的达成度；

Qi----编号为 i的课程目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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