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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

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

核心素养
内涵

简称“三会
”



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

       能够在实际情境中发现和提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进行数学探究。

        逐步养成从数学角度观察现实世界的意识与习惯，发展好奇心、

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比数学抽象更加上位。

        数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与探究现实世界的观察方式。通过对现实

世界中基本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观察，学生

能够直观理解所学的数学知识及其现实背景；

   能够在生活实践和其他学科中发现基本的数学研究对象及其所表达的

事物之间简单的联系与规律；



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

       能够理解数学基本概念和法则的发生与发展，数学基本概念之间、

数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比数学推理更加上位。

        数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与解释现实世界的思考方式。通过经历独立

的数学思维过程，学生

        能够探究自然现象或现实情境所蕴含的数学规律，经历数学“再发现”的

过程，发展置疑问难的批判性思维，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逐步养成讲

道理、有条理的思维习惯和理性精神。

        能够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论证数学的基本方法与结论，分析、解决简单的

数学问题和实际问题；



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能够感悟数据的意义与价值，有意识的应用真实数据表达、解释与分析

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现象；

      欣赏数学语言的简洁与优美，逐步养成用数学语言表达与交流的习惯，

形成跨学科的应用意识与实践能力。

        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比数学模型更加上位。

        数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描述与交流现实世界的表达方式。通过经历用

数学语言表达现实世界中的简单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过程，学生

       初步感悟数学与现实世界的交流方式；

       能够有意识地运用数学语言表达现实生活和其他学科中事物的性质、

关系和规律，并能解释表达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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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阶段的核心素养主要表

现侧重于意识，到了初中阶段，

逐步将意识上升到观念，并表现

为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划分，

一方面使得小学与初中都有较长

的时间周期去实施核心素养的培

养计划，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轻

学生学习的学业负担。

意识是指基于经验的感悟，

观念是指基于概念的理解，

能力是指基于实践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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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阶段的抽象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概

念、关系与方法的抽象上，是对小学阶段

的数感、量感、符号意识进一步的发展。

要培养学生的抽象能力，首先必须关注数

学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其次，关注在问

题解决中感悟数学的通信通法。

        几何直观：小学阶段主要以“直观”水
平为主，到小学高年级逐渐增加“分析”的
成分。从初中开始，学习与理解几何的

方式将从观察、实验、测量逐步过渡到

以演绎为主的推理，几何直观也从基于

操作经验的感悟逐步过渡到基于概念的

推理，形成初步的几何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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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阶段的空间观念是小学阶段空间观

念的自然发展，初中阶段的空间观念更多地

融入了几何推理。举例说明： 

         学生能够对几何图形进行多种表征、解

释、转换，并形成新的图形。例如，能画出

一些简单立体图形的平面展开图；能把一个

三角形剪拼成一个与其面积相等的矩形；能

将两个三角板拼接成各种几何图形，并提出

相应的几何问题。

         能够将三维空间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

问题。例如，利用相似三角形测量旗杆的高

度、小河的宽度；利用圆周角的性质研究足

球射门角度的大小；利用二次函数研究抛物

线桥拱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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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能力：
        运算是数学的“半壁江山”。小学阶段主
要以数的运算为主，初中阶段的运算除了求得

数值结果外，还包括代数式的化简与变形、对

代数式的结构与意义的探讨，方程与不等式的

变形以及研究函数的性质等。在义务教育阶段

的运算教学中，应该注重渗透算法思想，让学

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会算法的特点和意义。

推理能力：
        从小学阶段的“推理意识”，到初中阶段的“推
理能力”，再到高中阶段的“逻辑推理”，是一个
进阶的过程。“推理意识”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
认识到推理在数学中的意义与作用，逐步养成讲
道理的习惯；“推理能力”则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数
学推理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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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观念：
         从小学阶段的“数据意识”到初中阶段的
“数据观念”，是一个对数据及其意义加深认
识、拓展视野、形成稳定理解的发展过程。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小学与初中的衔接。数据
观念主要体现在“统计与概率”这个领域，通
过对统计与概率内容的学习，希望学生形成

相对稳定的数据观念，感悟处理随机现象的

思维方式。

模型观念：
         与小学数学相比，初中数学课程可以提
供更多的构造数学模型的“模具”，如方程、
不等式、函数、反映分布特征的统计图表等。
因此，初中阶段可以开展一些简单的数学建
模活动。此外，初中代数的许多应用问题有
助于学生形成与发展模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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