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数学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课程教学

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中学数学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erial Analysis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Middle School

课程代码：06S1015C

课程类别：教师教育课程/选修课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课程学时：36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修读学期：第6学期

先修课程：教育学，心理学，中学数学课程教学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解析几何

二、课程目标

中学数学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学生走入教学

岗位的重要课程之一。它的许多概念、理论和方法与高中数学课程教学密切相关，

又与大学中的中教学论、教育学、心理学、几乎所有的数学专业课关系密切。课

程的教学内容不能照搬中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不能只从大学数学课堂的视

点看待中学数学案例教学。实践性是本课程的重要特点，采取课中训练与课外实

战相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分析教材的能力并能独立制作合理

的教学设计。

（一）具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1. 了解教材的编制原理和使用原则，获得全面分析中学数学教材特点的技

能，结合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及学生的思维发展能够剖析教材内容体系中的重点、

难点，达到能用、会用中学数学教材的目标，提高分析、处理和使用教材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数学教学研究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7.1、7.3】

2. 掌握数学教学设计的原理与策略，中学数学基本课型的教学设计，常见

的数学教学模式，能够根据授课内容独立制作以“学”为中心的合理教学设计，

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4.2、7.3】

3. 基于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理念，有能力驾驭数学教材，并能合理地开发与

整合各种课程资源，融入思政元素，灵活运用数学教材，提高数学教学设计的能

力，培养职前教师数学教学的信念，形成热爱数学教学的情感态度。【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4.2、6.2、7.3】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表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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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学能力

7.学会反思

4.1【教学设计】能准确解读中学数学课程标准，熟悉中学数学

教材及教学目标。能够以“学”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创设适

宜的学习环境。

7.1【学会学习】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有

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7.3【勤学善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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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学能力

7.学会反思

4.1【教学设计】能准确解读中学数学课程标准，熟悉中学数学

教材及教学目标。能够以“学”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创设适

宜的学习环境。

4.2【教学组织】 能依据数学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特征，恰

当地运用数学学科知识、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施、评价和改

进课堂教学。

7.3【勤学善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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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教学能力

6.综合育人

7.学会反思

4.2【教学组织】 能依据数学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特征，恰

当地运用数学学科知识、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施、评价和改

进课堂教学。

6.2【学科育人】理解数学学科育人价值，能在数学教学中融入

思政并进行育人活动。

7.3【勤学善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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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表2 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安排

第一章 绪论 讲授法 课程目标 1 2（理论）

第二章 中学数学教材分析 课堂讲授，互动讨论 课程目标 1，2 14（理论）

第三章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实践训练，互动讨论 课程目标 1，3 14（理论）

第四章 课外活动 实战模拟 课程目标 1，2，3 6（实践）

合计 36 学时

（二）具体内容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教材分析的意义、教学设计的概念、特点及指

导思想，熟悉教材分析的基本依据及实施策略，掌握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核心

要素，为以后的教材分析及教学设计的编写奠定一定的基础。

2、教学要求：

1) 了解教材分析的意义、教学设计的概念、特点及指导思想。

2) 掌握数学教材分析的基本依据及实施策略。

3) 掌握数学教学设计的核心要素及基本框架。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数学教材分析的基本依据及实施策略，数学教学设计的核心

要素及基本框架。

2、教学难点：数学教材分析的实施策略，数学教学设计的核心要素及基本

框架。

【学习内容】

1.1 教材分析的意义及基本依据

1.2 教材分析的实施策略

1.3 数学教学设计概论



【思政元素融入点】

通过本章的学习，结合教材分析的意义及基本依据，使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

观，教育观和学生观，具有服务奉献的教育精神。

第二章 中学数学教材分析(14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中学数学教材的学科体系逻辑、学生学习心理

逻辑和教材编写逻辑的相互关系，分析教材的内容特点与教学要求，探讨内容编

写的风格，并学会结合课程标准，对具体内容的教材熟练分析，深化理解，恰当

处理。

2、教学要求：

1) 了解教材的编写逻辑，内容结构及教学特点。

2) 掌握数学教材的使用方法，结合课程标准，对教材具体内容分析透彻，

深化对教材的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数学教材的内容结构，分析教材，深化对教材的理解。

2、教学难点：对中学教材中的代表性教学内容进行分析。

【学习内容】

2.1 整册教材分析示例

2.2 整章教材分析示例

2.3 初中课时教材分析示例（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2.5 有理数的减法

七年级上册--5.4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打折销售

七年级下册--1.5 平方差公式

七年级下册--5.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八年级上册--2.2 平方根

八年级上册--4.3 一次函数的图象

八年级下册--6.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九年级上册--1.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2.4 高中课时教材分析示例（人教版）

必修 1--4.2 指数函数

4.2.1 指数函数的概念、4.2.2 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必修 1--3.2 函数的基本性质

3.2.1 单调性与最大（小）值、3.2.2 奇偶性

必修 2--6.2 平面向量的运算

6.2.4 向量的数量积

选择性必修 1--2.1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2.2.1 倾斜角与斜率

选择性必修 1--2.4 圆的方程

2.4.1 圆的标准方程

选择性必修 1--2.5 直线与圆、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2.5.1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选择性必修 2--4.2 等差数列

4.2.1 等差数列的概念、4.2.2 等差数列的前 n项和公式

选择性必修 3--7.2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

【思政元素融入点】

针对具体中学教学内容，鼓励学生多角度（学生、老师），多层次（高中、

大学）地综合分析教材，不断挖掘处理教材的合理方式，从而培养学生全面综合

处理事情的能力及精益求精的精神。

第三章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14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学数学常见课型的教学设计，并结合具体内

容的教材分析，从中深刻地掌握中学数学教学设计的核心要素及基本框架，并能

编写具体的教学设计。

2、教学要求：

1) 掌握中学数学常见课型的教学设计。

2) 结合具体内容的教材分析，编写相应的教学设计。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中学数学常见课型的教学设计，具体内容的教学设计编写。

2、教学难点：代表性教学内容的教学设计编写。

【学习内容】

3.1 常见数学课型的教学设计

3.2 初中课时教学设计示例

七年级上册--2.5 有理数的减法

七年级上册--5.4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打折销售

七年级下册--1.5 平方差公式

七年级下册--5.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八年级上册--2.2 平方根

八年级上册--4.3 一次函数的图象

八年级下册--6.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九年级上册--1.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3.3 高中课时教学设计示例

必修 1--4.2 指数函数

4.2.1 指数函数的概念、4.2.2 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必修 1--3.2 函数的基本性质

3.2.1 单调性与最大（小）值、3.2.2 奇偶性

必修 2--6.2 平面向量的运算

6.2.4 向量的数量积

选择性必修 1--2.1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2.2.1 倾斜角与斜率

选择性必修 1--2.4 圆的方程

2.4.1 圆的标准方程

选择性必修 1--2.5 直线与圆、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2.5.1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选择性必修 2--4.2 等差数列

4.2.1 等差数列的概念、4.2.2 等差数列的前 n项和公式

选择性必修 3--7.2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



【思政元素融入点】

教学设计的编写制作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改、不断反思、自我提升的过程，鼓

励学生相互学习、相互讨论，并且要有自主学习、坚持不懈、追求卓越的精神。

第四章 课外活动(6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教学目标：

此课外活动采取实战模拟教师面试中的教学设计环节。通过此次课外活动，

使学生了解熟悉并体验教师面试中的教学设计环节，为学生今后参加面试教师工

作岗位做好准备。

2、教学要求：

人人参与此课外活动，尝试面试者与评委两种角色。从不同角色去体会如

何制作一个优秀的教学设计。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如何合理地制作一个限时教学设计。

2、教学难点：如何合理地制作一个限时教学设计。

【活动内容】

准备工作：根据学生人数，将学生分三组，分别为面试者，评委和工作人员。

活动分多次重复进行，保证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各个角色。准备好 10 个初中课题

和 10 个高中课题。

活动安排：面试者分初中组和高中组两类，第一步，随机抽取所对应的课题，

第二步，根据所抽课题，立即限时制作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1课时），第三步，

根据自己制作的教学设计立即限时说教学设计，并回答评委所提出的问题。评委

根据面试者提交的教学设计，说教学设计，及回答问题三方面给与现场打分。工

作人员负责各个环节及流程，并现场计算出面试者的分数。活动最后分别评选出

初中组和高中组的一、二、三等奖，并给与奖励。

【思政元素融入点】

人人参与活动，每个人都是活动的负责人和参与人。锻炼学生如何从大局的、

多方位的，多细节的角度去设计此次活动。经过举办此次活动，让学生体会到团

队合作精神。



四、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参与式教学”的理念与方法为指导，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采

用专题讲座、观摩研讨、合作探究、阅读自学等多种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教学活动，力求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引导学生在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分

析教材，处理教材，编写教学设计。

五、实践教学安排

教材分析分小组进行，首先以小组为整体，互相讨论、结合课程标准及学情

分析教材。其次小组之间互相评价，互相学习，扬长避短。教学设计人人独立完

成制作，互相评价，选出最优教学设计，进行观摩学习。课外活动采取实战模拟

教师面试中的教学设计环节。

六、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考查）两部分综合进行。其中平时考

核包括小组教材分析，个人教学设计，课外活动等，占50%，期末考试占50%。

七、课程评价

（一）课程目标评价标准

表 3 课程目标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价标准

90-100 分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0-59 分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1.具有较好的

分析教材和处

理教材的能力；

2.较好地运用

中学数学教材

并具有较好的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深刻认识并

具备正确的教

育观、教学观、

学生观和价值

观。

1.具有良好的

分析教材和处

理教材的能力；

2.良好地运用

中学数学教材

并具有良好的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良好地认识

并具备正确的

教育观、教学

观、学生观和价

值观。

1.具有分析教

材和处理教材

的能力；

2.能够运用中

学数学教材并

具有一定的数

学教学研究的

能力；

3.认识并具备

正确的教育观、

教学观、学生观

和价值观。

1.基本具有分

析教材和处理

教材的能力；

2.基本能够运

用中学数学教

材并基本具有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基本认识并

具备正确的教

育观、教学观、

学生观和价值

观。

1.不能完全具

有分析教材和

处理教材的能

力；

2.不能完全运

用中学数学教

材并进行数学

教学研究；

3.不能完全认

识并具备正确

的教育观、教学

观、学生观和价

值观。



课程目标 2

1.具备较好的

教学设计能力；

2.具备较好的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具有较好的

自主学习和自

我反思能力。

1.具备良好的

教学设计能力；

2.具备良好的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

自主学习和自

我反思能力。

1.具备教学设

计能力；

2.具备数学教

学研究的能力；

3.具有自主学

习和自我反思

能力。

1.基本具备教

学设计能力；

2.基本具备数

学教学研究的

能力；

3.基本具有自

主学习和自我

反思能力。

1.不完全具备

教学设计能力；

2.不完全具备

数学教学研究

的能力；

3.不完全具有

自主学习和自

我反思能力。

课程目标 3

1.具有较好的

整合资源和自

主学习能力；

2.具有较好的

中学数学教育

热情和较好的

育人能力。

1.具有良好的

整合资源和自

主学习能力；

2.具有良好的

中学数学教育

热情和良好的

育人能力。

1.具有整合资

源和自主学习

能力；

2.具有一定的

中学数学教育

热情和育人能

力。

1.基本具有整

合资源和自主

学习能力；

2.基本具有一

定的中学数学

教育热情和育

人能力。

1.不完全具有

整合资源和自

主学习能力；

2.不完全具有

中学数学教育

热情和育人能

力。

（二）课程目标评价方法

课程评价主要是本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主要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调查问卷、平时成绩和期末

考试成绩。相应课程目标评价方式见表 3。

表 4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调查问卷 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1 √ √ √

课程目标 2 √ √ √

课程目标 3 √ √ √

1.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实现。调查问卷根据本门课程目标制作，主

要反映被调查者（教师本人和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的满意度，根据被调查者的

满意程度赋分。

表 5 教师、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 教师评价 50% 学生评价 50%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1 T1 S1 课程分目标 Ai 达成度

=0.5×Ti+0.5×Si，

（i=1,2,3）;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

=min{Ai}

课程目标 2 T2 S2

课程目标 3 T3 S3

2. 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包括考勤，个人试讲和小组赛

等，任课教师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方式并按完成情况赋分；期末考试成绩根据

学生得分赋分，最终按照表 6所列分值为百分比权重进行转换。

表 6 课程考核成绩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50% 期末

考试

50%

课程分目标达成

评价方法小组教

材分析

个人教学

设计
课外活动

课程目标 1 30 40 30 30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Bi=

0.5×（分目标平时成绩平均分/分目标

平时成绩总分）+0.5×（分目标期末考

试成绩平均分/分目标期末考试成绩总

分）（i=1,2,3）；

期末考试各分目标平均分、总分按试卷

详情核算；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min{Bi}。

课程目标 2 30 30 40 40

课程目标 3 40 30 30 30

3.综合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综合评价按照定性和定量所占权重进行综合计算，具体如

表 7所示。

表 7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八、课程资源

（一）建议选用教材

课程目标 调查问卷 20% 课程考核成绩 80%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1 A1 B1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0.2×Ai+0.8×Bi

课程目标整体达成度=课程分目标达

成度的最小值。

课程目标 2 A2 B2

课程目标 3 A3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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