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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1——学科整合的相关概念

（1）广义学科整合

   将两种、两种以上的学科，融入到课程整体中去。

   割裂和对立问题，知识互动、综合能力。

   学科整合涉及到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

施等各个方面。



（2）狭义学科整合

    将两种学科、两种以上的学科，融合在一堂课中。

    对教学本身都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要求。

    强调把知识作为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个层面中，培养学

生的学习观念和综合实践能力。

    由教研部门和学科教师努力实施来完成。

    整合方式：相关整合、联想整合、根源整合。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1——学科整合的相关概念



2——中学部分学科课程资源整合的起点

    1）相互关系——知识整合、思维逻辑、学习方法相互关系紧密程度

    主要表现为密切相关和一般相关。

    对于联系松散的学科，不寻求知识上的整合。

    对逻辑关系不密切的学科，由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不寻求他们

之间的整合。

    对有些学科的学习方法区别很大，难以进行整合的，就不寻求整合。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2）资源分类——动力性资源、方法性资源、知识性资源

（1）动力性资源，这包括：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

（2）方法性资源，这包括：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

（3）知识性资源，这包括：学科间有联系的知识，相关的知识等。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2——中学部分学科课程资源整合的起点



3）基本要点——知识运用、逻辑运用、方法借鉴

（1）注重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实现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

（2）注重相关密切学科的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注重这些学科逻辑上的联系，

注重思维方法的整合运用，寻求了哲理上的统一。

（3）注重相关密切学科的学习方法的借鉴，注重学习方法上的互相借鉴，在

学生学习方法上进行了必要的整合。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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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框架——三个维度，三个要素，四条途径

三个维度：知识技能（基础性、技术性），

        过程方法（思维、逻辑、辨证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动机、兴趣、价值取向）。

三个要素：基点（教材）、隐性点、显性点。

四条途径：类比，生成，融入，提炼。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2——中学部分学科课程资源整合的起点



        维度一：知识与技能（基础性、技术性）

融入（知识的应用）↓提炼（技能的再现）

基点（教材）

类比（知识的扩充）↑生成（技能的强化）

        维度二：过程方法（思维、逻辑、辨证方法）

融入（方法的应用）↓提炼（逻辑的理顺）

基点（教材）

类比（思维的扩展）↑生成（方法的迁移）

        维度三：情感态度价值观（动机、兴趣、价值取向）

融入（兴趣的激发）↓提炼（价值的实现）

基点（教材）

类比（动机的巩固）↑生成（价值观的完善）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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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资源整合成为教师的自觉行动是课改的必然要求，是教师达到教

学目标的基本行为，是教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基本途径，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基本手段。

•   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符合新时代对教育的

基本要求，符合新课改的基本理念。

•   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实现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有利于完善教育理

论。

•   基于现实情况，基于课程改革，根植于教学实际，丰富教学论的理论。

一、对学科整合的基本认识

3——课程整合的基本目的



    作为探索性研究，按照课程改革的要求，根据教学发展的实际的科学探索

。  

    经过探索，基本形成学科间课程资源整合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重点是学科间的课程资源整合的系统的建立、以及明确每个学科具体的资

源整合内容。

    “整合”是指各个局部重新加以整顿组合，以达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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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2、数学与文史哲

3、数学与物理

4、数学与化学

5、数学与生物

6、数学与经济

7、思想方法在多学科中的融合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加强数学与其他学科联系  

创设学生能力发展环境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我国的数学教

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数学与实际、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未能

给予充分的重视，……高中数学课程应力求使学生体验数学在解决

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数学与日常生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促进学生

逐步形成和发展数学应用意识，提高实践能力。”



    华罗庚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

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数学知识的应用

性决定了涉及领域的广泛性。  

    “数学是众多门类科学的工具。数学进入某一学科，就意味

这门学科从定性发展到定量阶段，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加强数学与其他学科联系  

创设学生能力发展环境



1）开启一座宝藏

——对数——

爱丁堡轶事——纳皮尔（J. Napier, 1550-1617）和《奇妙的对数表》(1614)

布里格斯（H. Briggs, 1561-1630）的对数著作及书中的常用对数表

对数有什么用？

新的计算工具，复杂、繁琐、易错——简单、明了、正确

两个大数的乘除

改进对数——以10为底。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纳皮尔（J. Napier, 1550-1617）和《奇妙的对数表》
(1614)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布里格斯（H. Briggs, 1561-1630）的对数著作及书中的常用对数表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纳皮尔对数（尼加拉瓜, 1971）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HPM视角下的“对数
概念及其运算”的
教学

HPM%E8%A7%86%E8%A7%92%E4%B8%8B%E7%9A%84%E2%80%9C%E5%AF%B9%E6%95%B0%E6%A6%82%E5%BF%B5%E5%8F%8A%E5%85%B6%E8%BF%90%E7%AE%97%E2%80%9D%E7%9A%84%E6%95%99%E5%AD%A6.pdf


棣莫佛于1754年去世。去世前
不久，他声称以后每天比前一
天多睡15分钟。睡满24小时那
天，就是他的生命终点。

假设棣莫佛当年9月24日睡眠时
间为8小时。他去世于哪一天？

          ——等差数列——

A. De Moivre (1667-1754)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Isis              Osiris            Horus            Seth           Thoth

   女                       夫                         孩子                   兄弟                智慧之神                  

埃及神话中的诸神 

——神话传说中的等比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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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原本》第 9 卷命题 35

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e/Euclid-Elements.pdf


N. Guisnée《代数在几何上的应用》 (17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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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曲线解析》(1707)

M. de L’Hospital  166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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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尔《圆锥曲线论》(1745)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赖特（J. M. F. Wright）《圆锥曲线之代数体系》（1836）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2）探寻一条进路

在数学教学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回答“为什么”。

为什么将幂指数称为“对数”？薛凤祚（?～1680）《比例对数表》(1653)

《数理精蕴》：“对数比例，乃西士若往·讷白尔所作。以借数与真数对

列成表，故名对数表。……其法以加代乘，以减代除，以加倍代自乘，故折

半即开平方。以三因代再乘，故三归即开立方。推之至于诸乘方，莫不皆以

假数相乘而得真数。盖为乘除之数甚繁，而以假数代之甚易也。”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3）传递一缕书香

 萨顿

•  Isis (1913)

• 《科学史引论》(1927-1947)

• 《数学史研究》 (1936)

• 《科学史研究》（1936）

•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19??）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G. Sarton（1884-1956）



萨顿

    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

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

文化需要。

   同样，在数学和人文之间也只有一座桥梁，

那就是数学史。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4）增添一种视角

以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推导为例。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莱因得纸草书（165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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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探究】

设等比数列    ，首项  ，公比为  ，其前  

项和

方程法：



【公式探究】

如果                       是等比数列，    

几何原本

EuclidEuclid

(325B.C.~265B.C.)(325B.C.~265B.C.)  



【公式探究】

设等比数列    ，首项  ，公比为  ，其前  

项和

合比定理：



【公式探究】

设等比数列    ，首项  ，公比为  ，其前  

项和

错位相减法：

—）

个
构造常数列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1) 重要的求和方法：方程法；比例法；错位相减法；

(2) 重要的思想方法：特殊到一般、类比与转化、

      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

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的推导及运用。

【小结】

教学案例—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E6%95%99%E5%AD%A6%E6%A1%88%E4%BE%8B%E2%80%94%E7%AD%89%E6%AF%94%E6%95%B0%E5%88%97%E6%B1%82%E5%92%8C%E5%85%AC%E5%BC%8F.docx


5）走进一个领域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1、数学学科内部的整合

数学史与高中数学教学

        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

        在此基础上，海克尔提出一个生物发

生学定律：“个体发育史重蹈种族发展史”，

并将该定律运用于心理学领域，指出“儿童的

心理发展不过是种族进化的简短重复而已”。

该定律被运用于数学教育，便诞生了历史发生

原理。

E. Haeckel (1834-1919)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b/ErnstHaeckelD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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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 研究发现：学生比较无穷集合所用的策略

     类型1   集合A与集合B中的元素个数均为无穷，所以元素

一样多。

     类型2  集合A与集合B的元素都是无穷多，无法比较。

     类型3   集合B是集合A的真子集，集合A中的元素比集合B

中的元素多。

     类型4   集合A与B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两个集合中的

元素一样多。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瑞士大数学家欧拉（L. Euler, 1707～1783）曾经遇到

这样的题目：求                。

欧拉的结果是：                                    。

        丹麦著名数学家邹腾（H. G. Zeuthen, 1839～1920）

在大学考试中也遇到类似题目：求             。

    邹腾的答案是                           。你认为欧拉和邹腾的答

案对吗？请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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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数学史专家福韦尔（J.Fauvel 1951~2000）总结了数学教学中运用数学史的理由：

（1）增加学生的学习动机；

（2）改编学生的数学观；

（3）因为知道并非只有他们有困难，因而得到安慰；

（4）使数学不那么可怕；

（5）有助于保持对数学的兴趣；

（6）给予数学以人文的一面；

（7）有助于解释数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8）有助于发展多元文化进路；

（9）历史发展有助于安排课程内容顺序；

（10）告诉学生概念的如何发展，有助于他们对概念的理解；

（11）通过改进方法的比较，确立现代方法的价值；

（12）提供探究的机会；

（13）过去的发展障碍有助于解释今天学生的学习障碍；

（14）培养优秀学生的远见卓识；

（15）提供跨学科合作的机会。

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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