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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数学文化试题分析

例1，新高考Ⅰ卷第 4 题以我
国民族振兴的世纪伟业南水北调
工程一部分水蓄入某水库为背景，
考查了棱台体积的计算，题设中给
出了棱台模型，需要考生对已知条
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抽象出棱
台的上底、下底和高线，再代入棱
台的体积公式进行计算，最后顺利
回答问题。本题考查了考生利用
学过的立体几何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考查了考生的数学抽
象、直观想象、数学建模和数学运
算等核心素养；同时，本题中告诉
考生“南水北调工程缓解了北方一
些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这无形
中教育考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扬

“节约用水”的美好品德，“南水北
调工程的竣工”凝结了无数劳动人
民的心血和汗水，本题同时渗透了
德育与劳动教育。

例2，新高考Ⅱ卷第3题，以中
国建筑艺术文化为情境，以举架结
构为载体，设计新颖，面向全体考
生，重基础、重创新、重生产和生
活实际，考查了考生的直观想象

能力和对空间图形的转化能力，
考查了考生的直观想象、数学运
算、逻辑推理和数学建模等核心
素养，试题的设计让考生感受到
我国古代建筑文化之博大精深，
体会到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与
和谐美以及其中蕴含的“注重现
实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
的作用。本题渗透了实用理性精
神，对考生渗透了德育和美育，中
国古代建筑凝结了古代先民的聪
明 才 智 ，对 考 生 渗 透 了 劳 动 教
育。本题还可以引导考生通过了
解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体会数学
知识方法在认识改造现实世界中
的重要作用，落实了数学文化内涵
的整体育人功能。

例3，2022 年全国甲卷理科第
8 题，以我国古代经典名著《梦溪
笔谈》中收录的圆弧长的计算方
法“会圆术”为背景，考查了等边三
角形的性质、扇形的性质以及解直
角三角形化归与转化思想，考查了
考生的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等核心
素养。《梦溪笔谈》在国际上被称为

“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会圆
术”实际上是由弦求弧的方法，蕴

含着“局部以直代曲”的思想，本题
中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
帮助考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文化
自信，引导考生关注和热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本题中的几何图形展
现了数学图形的对称美，对考生渗
透了美育。

2023年高考数学文化备考建议

在高三复习回归课本时，要二
次开发课本中的数学文化知识，例
如，秦九韶公式在新人教A版必修
2第55页的“阅读与思考”《海伦与
秦九韶》中作了专门的介绍，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推导
秦九韶公式和海伦公式，再配备一
些题目供学生练习。例如，斐波那
契数列在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第
二册第 10 页的“阅读与思考”《斐
波那契数列》中作了专门介绍，教
师可以引导考生利用待定系数法
推导斐波那契数列的通项公式，并
介绍一些斐波那契数列的性质，再
提供相应的练习题。

把散布在历年高考真题中的
数学文化试题进行归类总结，并
制成学案渗透到相应的高中数学

必备知识版块。例如：（1）函数
与导数版块渗透符号函数、高斯
函数、狄利克雷函数、罗必塔法则
和泰勒公式；（2）三角函数与解
三 角 形 版 块 渗 透 刘 徽 的“ 割 圆
术”、海伦-秦九韶公式、拿破仑
定理和勃罗卡点；（3）立体几何
版块渗透祖暅原理、《九章算术》
中的阳马、鳖臑、曲池和圆堡壔
问题；（4）数列版块渗透斐波那
契数列、毕达哥拉斯形数、《九章
算 术》和《算 法 统 宗》的 数 列 问
题；（5）解析几何版块渗透极点
和极线、阿波罗尼圆、圆锥曲线
中的蝴蝶定理、蒙日圆、阿基米
德三角形、舒腾的椭圆规作图问
题、彭色列闭合定理和黄金椭圆
与黄金双曲线。

教师可以从古代经典数学名
著中改编一些史料类数学文化题，
提供给学生练习。例如可以将《海
岛算经》中的“望海岛”问题和“望
松”问题改编成关于解三角形的数
学文化试题；可以将《九章算术》中
的《均输》章节的部分问题改编成
关于数列
的数学文
化题。

思 辨 能 力 就 是 思 考 辨 析 能
力。所谓思考指的是分析、推理、
判断等思维活动；辨析指的是对事
物的情况、类别、事理等的辨别分
析。思辨能力属于一种抽象的思
维能力，是将思考与辩证相结合。
简要地说，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
分析，清楚准确、明白有力的说理，
即是思辨能力的主要特征。如果
一个人在思考问题时能做到条理
清楚，说理明白，就可以认为其具
有较好的思辨能力。初中学段道
德与法治教学中如何提升学生的
思辨能力，结合新课标要求笔者进
行了以下实践探索。

采用议题式教学

议题式教学注重将教学和实
践相结合，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问题，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议题式教学能够展现初中道德与
法治的课程价值，引领课程内容的
核心议题，围绕议题设置复杂、真
实的教学环境，以及具有开放性与
思辨性的教学问题，通过引导学生
结合议题发表意见、积极讨论，在
认知冲突中深入研究、合作反思，
有助于找寻解决办法，从而获得新
的知识形态。

如在学习《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部分教学内容时，主要阐述了公
民三项基本权利，文化教育权利、
社会经济权利、人身自由权利。教
师针对教材内容，选择了“学生权

利意识调查”这个议题。很多学生
都知道搜身、翻看他人书信是一种侵
权行为，但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情
时，学生缺少维权意识。所以教师选
择这个议题，可以将知识与生活联系
起来，不仅可以为之后的学习做好铺
垫，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采用链条式追问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要
想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辨能力，
教师可以采用链条式追问的教学模
式，通过刨根问底的求学态度，让学
生逐渐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教师要想运用链条式追问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就要学会抓
住问题的关键，并根据学生提出的
观点，设置一连串有价值的问题，然
后通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提问
方式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在《学习点亮生命》这部分教学
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为
学生设计一连串问题。“什么是学
习？你经历的学习有哪些？这些学
习经历提升了你的什么能力？中学
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初
中阶段的学习包括哪些？……”教
师通过向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可
以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望与
学习热情，让学生明白学习的意
义。学生通过不断思考、辨析这些
问题，逐渐能够厘清整件事情的来
龙去脉，有助于学生获得连贯思
维，从而形成正确判断事情的能力。

采用情景式体验

在实际教学中，对学生思辨能
力 进 行 有 效 培 养 是 教 学 重 点 内
容。采用情景式体验教学方案，有
助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为
学生营造真实的生活场景，让道德
与法治学习更有氛围，有助于增强
学生的体验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
维与辨析能力。

学习《友谊的力量》这部分教
学内容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构建一
个友谊情景，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
友情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力量。在
情景体验式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学
生分成若干个小组，通过角色扮
演，既能够展现学生在一起的快乐
时光，又可以演绎出被孤立学生的
悲伤氛围。通过比较不同情景感
受，使学生明白友谊的力量，有助
于激发学生对友情的深入思考，从
而树立对友情的正确认识。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中，教师应从学生的思想认知入
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做
好思辨过程设计，以便学生能够在
不断思考与认知中获得成长。教
师还应尽量减少理论教学，增加思
辨讨论内容，让学生在思辨过程中
提高对知识的认知，实现素质教育
目标，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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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劳动任务群的具
体内容中，五六年级的学生要学
习种植与养护1~2种当地常见蔬
菜、盆栽花草、果树等，初步学习
种植的基本方法。在开学劳动第
一课上，我带领学生学习种植多
肉植物，作为新学期的礼物送给
每一位学生。

认识多肉，了解生长知识

本次，我为学生提供的多肉
幼苗是“落地生根”和“玉露”。
劳动课伊始，各个小组通过搜集
资料，向同学们介绍了这两种植
物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生长习
性、种植方法。本次种植方法属
于分株，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分株
种植的方法和管理过程。

栽培体验，感受劳动之趣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一个
小时劳动教育给他的，比终日向
他讲述所记住的东西还要多。”学
生们在了解种植方法后，我们开
始进行种植体验。我为每个小组
准备了花盆、种植土、多肉花苗。
学生们围坐在组长身边，开始用
小海绵堵住花盆的窟窿，避免水
土流失。一切准备就绪，学生们
用小铲轻轻地往花盆里装土，并
用小铲子在花盆里弄个小坑，小
心翼翼地把花苗放进去，又用手
把边上的浮土压实，顺着花盆的
边缘浇水。有的学生生怕土少，
种完后又往里放了一小铲土，还
有的托着小花盆问我这样种上可
以不可以，生怕花苗的根部压得
太深无法呼吸。简单的种植活动
让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捧着刚
刚种好的盆栽，端详着，好像一切
希望与梦想都寄托在这棵小苗
上。学生们都种好后，在名贴上
写上团队名称、姓名贴在花盆上，
又小心谨慎地放在窗台上。

望着窗台上的一盆盆小花，

学生们互相分享着种植感受。邓
同学说：“通过今天的劳动种植课，
我不仅感受到了农民的智慧与辛
苦，也感受到了园丁培育花朵时
的耐心和精心。在今后管理盆栽
时，我也会像老师呵护我们那样
呵护今天我们种下的多肉植物。
也希望这株多肉满载着我的梦想
渐渐长大。”郑同学说：“我把亲
手种植的盆栽放在窗台最显眼的
地方，等待小苗快快长大。我满
心期待，我要和小苗一起茁壮成
长，成长为我想要的模样……”

听了同学们的分享，我总结
道：“通过今天的劳动种植课，我
们了解了一些植物的生长特点，也
学会了分株的种植方法、收获了种
植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劳
动让教室多了一抹绿色，让我们要
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陪
伴盆栽一起成长，精心呵护，但不
要过分溺爱给太多的水，过分的溺
爱就是一种伤害。”

结合节日，拓展劳动场域

学生们在课间经常去观察自
己的盆栽，看看有什么变化。清
明节放假前，学生们还不忘浇水，
在日常维护管理的过程中，形成
了劳动观念，提升了劳动能力。

后续我们在每周一课中还进
行其他任务群的劳动实践，整理
与收纳班级图书角、卫生角、班级
大扫除等；五一劳动节进行折纸、
编织、布艺的制作，学习并体验传
统工艺；六一儿童节“我为家人做
道菜”的体验，进行烹饪与营养的
展示与交流；走进一年级进行服
务劳动，指导一年级学生打扫卫
生、午间分餐、课间游戏。

通过开学劳动第一课为学生
蓄能，让学生充分体验劳动过程，
获得劳动成就感，培养学生尊重
劳动、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的担
当意识和呵护生命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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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 教 科 书 安 排 了 多 种 形
式的写作练习，例如小练笔、课
后题中的拓展练笔、选做题等。
这些设计编排的目的，就是提醒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注重读写结
合，增加练笔的频率，以此提升写
作效果。

一学期八次单元作文，杯水
车薪。请用这些微型的“百字作
文”练习进行弥补吧。

六年级课文《月光曲》中，就
有一道“选做题”：听一听自己喜
爱的音乐，展开联想和想象，把想
到的情景写下来。之所以会有这
样的设计，主要是因为本课的第
九 自 然 段 ，描 写 了 贝 多 芬 弹 奏
时，皮鞋匠以及妹妹的想象。配
合着乐曲，文字描述了海面上升
起月亮的情景，这一段的描写，
让文学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形式
得到完美结合。课文示范，成了
绝佳的写作例文，立刻进行模仿，
尤其合适。

在实际教学中，除了进行这
样的拓展外，我们还可以设计更
适合的写法：为一个艺术作品的
诞生撰写一则故事。

其实，这篇《月光曲》就是“为
艺术作品诞生而撰写的故事”。
课文提供了绝佳的写作示范。查
找资料发现，真实的《月光曲》并
非激情创作，而是苦难后的爆发。

1801 年贝多芬受耳疾困扰，
同时追求有年龄与社会地位差距
的伯爵女儿朱丽叶·圭查蒂。最
终因为门第悬殊而被迫分手。贝
多芬将内心的愁苦和悲愤倾泻在
炽热的钢琴曲中，写下了《第14号
钢琴奏鸣曲》。

整部作品融入了贝多芬对耳

聋疾患的忧郁思绪，也表达了对
爱情的向往与憧憬。之所以叫

《月光曲》，是由于德国诗人路德
维希·莱尔斯塔勃在听曲之后说：

“听了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使我
想起了瑞士的琉森湖，以及湖面
上水波荡漾的皎洁月光。”其后，
流传开来，在编撰为故事后，加上
了《月光曲》的标题。与此同时，
关于“月光下即兴演奏”的传说，
也有意无意地传播起来。《月光
曲》这一俗名比《第14号钢琴奏鸣
曲》的本名更有名。

故事让文学与音乐两种艺术
相辅相成，产生了极大的传播与
推广作用。

学习《月光曲》，可以将其作
为“艺术作品的诞生故事”来研
读。从故事编撰角度看，至少在
三个方面值得借鉴：

其一，故事中的人
此故事中写到三个人：盲姑

娘、皮鞋匠、贝多芬。三人有着共
同的特点：善良，对音乐持有无限
的热爱。正是这身份悬殊，而又
对同一事物有着共同追求，人物
的设计让故事中安排的各种情节
有了默契的配合，让编撰的故事
更有真实感。

其二，故事中的场景
此故事中的场景是精心布置

的。例如，故事发生在容易产生
灵感的莱茵河边；那个不知名的
小镇，也许如同香榭丽舍大道旁
的咖啡屋一样，充满着艺术气息
与所有的可能……故事发生在
晚间幽静的小路上，这让故事中
的优雅气息变得浓郁。最后叠
加上贝多芬正要弹奏时，“一阵
风吹灭了蜡烛，月光照进了茅屋，

为一切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
幽。”这样的氛围营造，如此考究
的细节，无不为故事中发生的奇
迹做着铺垫。

其三，故事中的情节
此故事中的情节，充满了全

人类阅读故事时的共同喜好——
惊喜。

惊喜元素几乎布置在故事的
每一个桥段中。故事情节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贝多芬听曲；贝多芬
弹曲；贝多芬创作《月光曲》。听
曲时，是因为“意外地闯入”，有惊
喜；弹奏时，是即兴激情创作，让
人惊叹；之后的创作，更是灵感爆
发，惊为天人。故事中无处不充
满了惊奇，将灵感、顿悟、天才等
元素充分展现在故事中，让故事
具有超强的传播力与可读性。

所有人看到这一故事时，明
知有蹊跷，但宁愿相信。我们愿
意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它充满着
真善美，充满着对高雅艺术的追
求，最关键的是——故事本身充
满着让人喜爱的惊喜元素。

从这个角度再次证明：优质
的课文，正是学习写作的极佳示
范。优质的课文，不断提升着学
生的审美水平，颠覆着学生对写
作的认识。以此文为例，在虚构
故事时，绝非随意写，想到什么就
写什么。相反，一切虚构要在每
一 个 细 节 上 下 足 功 夫 ，做 足 考
究。写成文字时，要在每一句上
做好描绘与刻画，要在情境创设
与情节设计上做好精心布局。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构思一
个故事如同完成一件艺术品。

所以，学习此文后 ，让 学 生
选 做 的 练 笔 可 以 是 ：为 你 所 熟

悉 的 一 个 艺 术 品 ，杜 撰 一 个 关
于“如何诞生”的前传故事。如
何编写故事？参考《月光曲》即
可，在阅读学习中得法，在写作
中运用。

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很多。
例如，单元中的《伯牙鼓琴》。此
文在《列子》中最先出现时，并没
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情节。
这一情节也可能是后期入选《吕
氏春秋》等其他集子时，被不断创
编的。再比如，同样入选教科书
的《纪昌学射》，其中提及纪昌为
了学习射箭，他躺在梭机下，视
动如静；他将虱子吊起来观看，
视小如大；他用针戳眼皮，确保不
眨眼……这些故事，可能是创编
的，但很精彩，很励志。还比如，

《孔子向师襄学琴》的故事，更有
层次感。孔子学琴，先得其法，掌
握弹奏方法、技巧；再得其数，掌
握琴曲内在规律；再得其志，产生
对音乐的兴趣、热爱、志向；最后
得其人，与乐曲中所描绘的人产
生共鸣、获得共生融合。这不正
是艺术作品诞生的历程，这样的故
事，不都是最佳的范本吗？

故事，有离奇的成分。但只
要故事能编写得受人喜爱，能既
符合故事的形式，又创造出应有
的美感，更符合人们阅读的需求，
就能给阅读故事的人带来精神感
召，也就符合群众传播的意愿，就
能流传下来。

所以，以课文为范文，让学
生学习写“艺术作品诞生的前传
故事”。这样的设计，让写作本
身 也 具 有 了 艺 术 创 作 的 价 值 。
这是值得教师研究与尝试的教
学路径。

每篇课文都是绝佳的写作示范每篇课文都是绝佳的写作示范每篇课文都是绝佳的写作示范
□何 捷

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颁
布，2022 年 9 月劳动课程写进
了课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正式
成 为 中 小 学 的 一 门 独 立 课
程。《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指出，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以丰富开放的劳动
项目为载体，实施劳动教育的
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
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
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
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
动 价 值 观 和 良 好 的 劳 动 品
质。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
劳强体、以劳育美。为此，上
好开学劳动第一课是非常关
键的。

2022年高考数学文化试题分析及备考建议

中高考制制
胜胜

□罗文军

2022年高考数学文化试题主要以给出背景的显性文化试题为主，新高
考前的全国甲卷和全国乙卷数学文化试题只出现在理科试卷中。从试题
的命制形式来看，全部是客观题的单项选择题或填空题。从数学文化试题
的类别来看，有社会生活类、人文艺术类、数学史料类和科技创新类等。从
体现的价值来看，主要有理性精神、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人文价值。从考
查知识点分布来看，主要考查立体几何、解三角形、数列、函数和解析几何。

2022 年高考数学文化试题考查了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运算求解能
力等关键能力，落实了对数学运算、数学抽象、数据分析、数学建模、逻辑推
理和直观想象等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落实了《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的对数学文化的考查要求，落实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相关精神，以及数学文化内涵的整体
育人功能，凸显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