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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的数学教学活动，基本目标是传授学生数学知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注

重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数学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如果命题设计者在命题的设

计中，能够以“培养核心素养”为命题的指导方向，精准把握其内涵，精细而谨慎地设计命题，就能

为学生的学习和教育者的教学指引方向，引导他们加强数学能力的培养.而在高中数学现有的命题

中，存在过于直白化、区分度和难度不够科学、不重视知识网络形成过程等情况，本文就这些现有的

命题情况进行讨论，并基于核心素养对命题设计提出几点建议，从而通过数学命题设计培养学生数

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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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些命题者在命制高中数

学试题时很盲目，一味追求难度和深度，以难倒学生

为荣.为了引导教师们回归命题设计的初衷，教育者

确立了核心素养的内容，能指引数学试题的设计和

分析的方向，引导教师们在命题时注意发挥数学试

题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能让学生巩固数学知识，又
能让学生有迁移的发展空间. 有效的高中数学试题

要通过有限的题目，检测出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

问题，并实现学生思维水平的拓展. 所以，在新高考

数学命题的核心素养指引下，对数学试题的设计进

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１ 素养的内容

１. １ 素养

在<汉书》中记载“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

素养，不可以重国”，这里的“素养”就是指个人的素

养[１]，是个人在生活与实践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内化

所获得的能力，主要反映在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等方

面.而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化高度发展，素养的内容

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现代化的素养，包括但不仅限

于文化素养、身心素养、政治素养等方面的内容.
１. ２ 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领悟、不
断获得的能力，是一种陪伴学生终身的能力，决定了

学生将来取得的成就高低的内在因素. 同时也是一

个动态形成的能力，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而不断变化的能力，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特点，也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１. ３ 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

数学学科素养是学生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形成

的，具有数学学科特点，它是随着学生的学习过程动

态培养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背景.主
要体现在技能、情感价值等方面. <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２０１７)版》指出:数学核心素养是具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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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人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由六

个方面构成，分别是逻辑推理、直观想象、数学建模、
数学抽象、数据分析和数学运算，它们彼此独立又互

相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可以提炼为四

个角度:理性思维、数学应用、数学探索和数学文化.
当然，简单来讲就是数学学科素养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让学生在面对陌生而复杂的

数学情境时，快速从自己掌握的知识体系中抽调出

合适的知识点，建立适宜的数学模型.通过数学运算

和逻辑推理来解决相关问题，甚至能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形成新的数学核心素养能力，将感悟内化为新

的能力，不断提升自我，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循环过程.

２ 高中数学现有的命题情况

基于培养核心素养这一目标的指导，数学命题

应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比如严密的逻辑性、体现学

科本质、渗透数学文化、考查数学能力、体现学生探

究与应用的能力.因此，在命题设计的过程中，要注

重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考查，也要检查学生能否将学

习过程中的感悟内化为自身的素养能力，并能外化

为创新能力和运用能力.在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命
题者注重科学性和整体性，试题难度阶梯上升，开放

性的试题、有文化情境的试题、具备探究性的和各类

贴合生活实际的试题经常出现，这就考验了学生的

综合能力，也引导学生发散思维，从不同角度去思考

解题方法，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鼓励创新思维，一
题多解，答案仅仅作为参考，不再标准化，这也引导命

题者去思考究竟该怎样命题，命制什么样的题才能达

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并起到考查作用.而在实际的

命题过程中，我们发现现有的命题具有以下特点.
２. １ 命题解答直白化，缺乏思考含量

很多数学命题设计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太过直

白，只要套上公式即可得到结果. 如此一来，学生会

错误地认为题目中的已知条件一定有用且数量刚刚

好，这样会使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

能力受到影响.毕竟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要从海量的

信息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作为已知条件，从而得到最

优解.现在这种题目的命制方式，让学生对命题的作

用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不能将“数学评价”这一命题

设计的意义真正发挥出来.
２. ２ 命题的区分度和难度不够科学

试题在考查的内容上要具有知识体系的代表

性.在符合新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要体现数学知识的

整体性，也要兼顾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确定内

容的基础上，再根据各模块的特点选择考查的题型，同
时要注重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和数学思维的渗透[２]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成果是由命题来检测

的，如果命题设置不够科学，就无法发挥命题所应具

有的作用.如果试题过于简单，则无法达到选拔人才

的目的;如果试题难度过大，中等程度及以下的学生

则无法有效进行区分. 只有当命题的设置足够合理

时，才能真正反馈学生的水平，才能甄别不同层次的

人才.因此，如何科学地设置命题、合理地区分度和

难度，是命题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２. ３ 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不够重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一个个的知识点的掌

握和梳理，交织成一个复杂的数学知识体系，从而反

向作用于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知识点的灵活运用，帮
助学生在复杂题型中迅速理清知识点间的关系，并
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帮助学生形成知识

网络体系，是试题命制者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命
题设置时，不能仅仅只考查学生的某个知识点，而忽

视培养学生思维水平和实际能力，这样的命题，没有

真正起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

３ 基于核心素养，对高中数学试题设计的建议

３. １ 在试题设计中注重核心素养的内化

在高中数学命题设计过程中，因受到传统观念

和固有模式的影响，很多教师和命题者采用固定的

旧式模式进行设计，仅参照高考内容和题型来设计

自己的教学命题，而忽视了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尤
其是数学核心素养方面的培养，没有达到高中数学

命题应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内化学生的能

力，提升学生数学热情，让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

将这些能力外化成生产生活能力”的目标[３ － ４] .这就

需要命题者在今后的命题设计中，要精准把握核心

素养的内涵，结合知识点，设计出更符合学生认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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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够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逐步地提升学生的

能力的命题.同时要关注学生的状态，及时收到学生

的反馈并积极调整试题难易度和区分度，提升和保

护学生的学习热情，不断发展和探索新的符合学生

认知特点并能提升学生学科素养的命题设计方

式[５]，培养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一代接班人.
比如，２０２２ 年新高考全国Ⅰ卷中，第 ４ 题利用

生活中南水北调的水坝问题，考查了学生数学建模

这一核心素养，并利用建立的台体模型解决问题的

能力;第 １２ 题涉及抽象函数的奇偶性，体现了数学

抽象核心素养;第 ２０ 题紧密联系了新旧两版教材，
将知识点进行了融会贯通，体现了数据分析和数学

运算的核心素养;第 １０、１１ 题则考查了学生的逻辑

推理这一核心素养;第 ８ 题则对直观想象的核心素

养有较高要求.
３. ２ 在试题设计中注重文化视野的拓展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发展史中，数学文化的发展

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数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

进步和科技的创新，它是一系列数学思想、方法和概

念的集合，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严谨而缜密的思

维特性.命题者在命题的设计过程中，如果能够适当融

入传统文化，就能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数学视野，有利于

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这些文

化内涵投射进学生的知识体系，在提高学生的素养能

力的同时，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３. ３ 在试题设计中注重命题结构的设置

在高中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受到自身学习

能力、学习思维以及学习兴趣的局限，在完成试题的

能力方面各有差异. 这就要求试题命制者在命制试

题时要注意到学生的差异，注重试题的区分度和有

效性，要体现试题的实用性，让每个层级的学生能够

通过试题来反馈他们的学习情况，探索和提升学习

能力，同时也保护和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引导学生

探索更高的学习高度.
３. ４ 在试题设计中注重思维情景的创设

在命题设置过程中，要基于学生的思维发展规

律，让他们在命题中感受文化的美感，在思维情景中

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连接. 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

进行思维迁移，将文化通过思维情境内化到学生的

精神世界，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提炼能力[６] .
通过创设情境“折扇”，与高中知识扇形联系起

来，将传统文化融入试题中，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领

略我国古代文人骚客的风情，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

学习能力，内化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了数学中

对美的认同.
３. ５ 在试题设计中注重应用特征的体现

命题的设置，应遵循基于教材而活于教材的准

则.立足于教材，将基础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注重掌

握数学方法，培养数学能力，促进数学素养的养成.要
关注各类题型的功能，命制题型要关注是否有观察、转
化、猜想、推理等数学解题过程，同时也要注意是否体

现了思维的多样性，能够为学生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

间和解题方法，促进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可持续地发

展自身能力，积累做题经验，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

４ 结束语

总之，在新课程理念下，数学命题应以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为目标[７]，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促进

数学思考能力，发展数学各项能力.促使教师对教学

进行反思并改进，同时让学生通过题目能了解自己

的学习情况，调整对应的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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