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丝  路  视  野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中等职业学校新课程标准》（数学）的要求

2021年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新课程标准》（数

学）中提出数学教学应“体现职教特色，注重实践应用”。

教学中，要加强数学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专业课程和职

业应用的联系，注重选择和设计与行业企业相关联的教学

情境，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二）电子专业教师和学生的诉求 

目前的数学教材，很少根据专业教学需求兼顾教材的

深度和广度。在电子专业课程中应用相关的数学知识时，

学生知识结构断层，给电子专业课程教学造成了较大冲击。

二、数学知识与电子专业知识关联部分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查阅电子专业教材，笔者罗列

了数学知识和电子专业知识关联内容（如表1）。

表1　数学知识和电子专业知识的关联内容

电子电工专业知识 对应数学知识

1.正弦交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

电动势的瞬时值表达式、波形图
正弦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2.两个同频率正弦交流电流、电

压、电动势的矢量运算
向量加减的意义及作图

3.正弦交流电压、电流电动势的

复数表示法及加减运算

复数的表达式、代数形式与极坐

标形式的转化、复数的四则运算

4.电子线路中与、或、非门电路 逻辑关系中的且或非命题概念

三、针对电子专业和数学关联知识，对数学教学进度

调整扩容

（一）数学教学进度调整

本校电子专业正弦交流电内容安排在高一下学期三月

初，而学生使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数学（拓展模块）》

中才有正弦型函数图像和性质的内容，并安排在高二上学

期教学，这个教学安排使数学知识滞后于专业课。高一学

生使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数学（基础模块）》上册第五章

有正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内容，该内容教学时间是高一上

学期12月。笔者将本应在高二上学期教授的正弦型函数图

像与性质，调整到高一上学期12月，即正弦函数图像与性

质教授完毕后进行教学。将数学课设置在专业课有关知识

点前面，让学习者提前掌握数学知识，便于专业课学习。

（二）数学教学内容增补

1.针对电子专业课需要，在高一第一章集合中增加“逻

辑用语”内容。因数学高考考纲中已删除“逻辑用语”教学

内容，现行教材中也没有“逻辑用语”内容，需要教师查找

资料进行补充。

2.针对电子专业课需要，在高二开学初增加“复数的概

念及运算”内容。同样需要教师查找资料补充。

四、设计多维度，多举措融合电子专业知识的数学课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发现，学生对电子专业中正弦交

流电疑问最多，主要原因是无法建立起正弦型函数和正弦

交流电的联系。基于此，笔者设计了一堂《正弦型函数的图

像和性质延伸——为电子专业服务》的课。

（一）有的放矢——确立与专业结合的教学目标和重 

难点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到的结

果。它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教学重难点

决定着教学行为，是教学评价的依据。

在高职考电子专业考试大纲中，要求学生理解正弦交

流电的“幅值、频率、初相三要素、相位和相位差“的概

念。在高职考数学考试大纲，要求学生理解正弦型函数的

调整扩容、有效整合、服务专业

——以《正弦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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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性质，会求正弦型函数的周期和最值。

中职学生除了掌握数学基础知识，还应具备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能力。同

时，学生具备了数形结合的能力，才能应用数学知识解决

电子专业问题。

中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作图能力欠缺，缺乏探索、

合作精神。教师应创设情境，培养学生上述能力和品质。

教师制定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时，必须了解学生知识储

备和学习需求，研究数学和专业教材，吃透数学和专业课

教学大纲和考纲，有的放矢地制定教学目标。

例：1.教学目标
三维目标 内容

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正弦型函数的学习，掌握正弦交流电的三

要素：振幅、周期、初相位的求法。掌握正弦

交流电的有效值，相位差的求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观察和理解正弦交流电波形图来求三

要素，培养学生数形结合能力。

（2）会将正弦型函数与正弦交流电结合，应用

数学知识解决专业问题。

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尝

试、探索、合作的精神

2.教学重点：掌握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振幅、周期、

初相位的求法。掌握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相位差的求法。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能力，利用“数学知

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

显然，这样设置教学目标和重难点，贴近学生的需

求。教学目标的达成，既能使学生学到数学知识，又能体

现数学工具为专业服务的功能。

（二）激趣引入——创设融合专业应用的教学情境

教师播放《正弦交流电在生活中应用》视频，教师播

放的视频中介绍了，正弦交流电是随时间按照正弦型函数

规律变化的电压和电流。正弦交流电在工业中得到广泛应

用。正弦交流电变化平滑且不易产生高次谐波，有利于保

护设备的绝缘性能，减少电气设备运行中的能量损耗。

视频内容不仅建立了数学正弦型函数和正弦交流电的

联系，也使学生认识到正弦交流电应用广泛。通过创设与

专业相关的教学情境，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教师主动寻求与专业相关的数学问题，用与专业相关

的实际问题作为数学教学的背景，就能实现数学与专业教

学的双赢。

（三）类比辨析——厘清相关数学和专业概念异同

概念是逻辑推理的依据，正确理解概念是运算的基本

保证。然而，数学和电工基础中的概念都很抽象，对于中

职学生来说，存在一定困难。如果在概念教学中充分运用

比较辨析法，既有助于讲清概念，又有利于培养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

在概念教学环节，学生回答数学正弦型函数最小正周

期、振幅、初相，电子专业正弦交流电三要素。教师引导

学生比较数学概念与电子专业术语，帮助学生厘清数学中

正弦型函数与电子中正弦交流电表达式的异同，建立起了

两者之间的联系，对概念理解更深刻（见图1）。

图1　正弦型函数解析式和正弦交流电瞬时值表达式联系

（四）分组教学、任务驱动——适合数学与电子专业结

合的教学方法

分组教学法有利于不同层次之间学生相互学习，相互

合作，相互竞争。教师通过课前小测，对学生上交的课前

作业进行检查评分，根据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法则分成五

组，每组八人。

任务驱动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紧密围绕一个

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进行

自主探索和协作活动的学习方式。任务驱动法也是专业课

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学生挑战任务同时，掌握知识、提

高能力。笔者由浅入深，从易到难，设置了四个学习任

务，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

例：任务一：回顾数学正弦型函数的最小正周期、振

幅、初相求法。请一二三组各挑选6，7，8号同学中的一位

抽题回答，回答正确得3分，每对一处得1分。

任务二：回顾电工基础中已学的正弦交流电三要素。

请四五组各挑选6，7，8号同学中的一位抽题回答。回答全

部正确得3分，每对一处得1分。

任务三：完成变式练习1、2，教师讲评时小组成员互

相交换评分：变式练习1分值10分，变式练习2分值3分。

任务四：完成变式练习3，教师讲评时，小组成员互相

交换评分：变式练习3分值5分。

小组长计算并公布每组总分，取前3名颁发奖励。

教师把正弦交流电知识巧妙融入正弦型函数图像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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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通过每个小组在激烈竞争和团结合作中完成四个任

务，潜移默化中掌握学习重点。

（五）例练模仿——有效衔接数学和专业知识

模仿是学习的基础，是创造的第一步。教师讲解例题

1，给学生做解题方法示范，起到贯通知识，归纳方法的作

用。学生模仿教师完成变式1和变式2，学生在小组合作竞

争中熟练技能，巩固提高，发散了思维。

例题1是在类比辨析数学正弦型函数和电子正弦交流电

概念后给出，有效衔接了数学和电子专业知识，迈出了从

概念到解题应用的关键一步。

例1：已知交流电压 .)
3

100sin(2380,)
6

100sin(2220 21 VtuVtu ππππ +=+=
 

.)
3

100sin(2380,)
6

100sin(2220 21 VtuVtu ππππ +=+= 。

求各交流电压的最大值、有效值、角频率、初相和它

们之间的相位差，相位关系。

变式练习1：已知交流电压 .)
3
2100sin(2  0,)

4
100sin(21  0 21 VtuVtu ���� ���� ， 

 
.)

3
2100sin(2  0,)

4
100sin(21  0 21 VtuVtu ���� ���� 。

求各交流电压的最大值、有效值、角频率、初相和它

们之间的相位差，相位关系。

变式练习2：已知交流电压 ,)
2

100sin(110,)
2

100sin(2220 21 VtuVtu ππππ +=−= ， 
 

,)
2

100sin(110,)
2

100sin(2220 21 VtuVtu ππππ +=−= ，则它们之间的相位关系为（       ）

A.同相　　　B.反相　　　C.正交　　　D.超前

（六）数形结合——抽象问题具体化的突破难点

在专业课正弦交流电这部分内容中，学生感到最棘手

的问题，就是不会利用图像求交流电电压或电流的瞬时值

表达式。教师在教学中如何突破这个难点呢？

“数形结合”思想是数学中的重要解题方法。具体地

说，就是通过“数”与“形”之间的对应和转换来解决数学

问题。它可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给学

生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感觉”。

教师以例题2为引子，利用数形结合思想，引导学生应

用数学知识先求正弦型函数的解析式，再过渡迁移到观察

交流电压波形图，讲解例3求电压的瞬时值表达式。学生最

后模仿教师，解决变式3的问题。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利用数

学知识解决了专业问题。教师在这一环节由浅入深，层层

递进地突破了难点。

例2.已知正弦型函数 )sin( ϕω += xAy 的部分图像（图

2），求函数的解析式。

例3：从双踪示波器荧光屏上观察到两个同频率交流电

压的波形图（图3），求电压 1u 的瞬时值表达式。

变式训练3：从双踪示波器荧光屏上观察到两个同频率

交流电压的波形图（图3），求电压 2u 的瞬时值表达式。

图2

图3

五、思考

（一）创设实际专业问题作为数学教学情境，实现双赢

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应主动地寻找与专业相关的数学

问题。如果创设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作为数学教学情境，

就能实现数学和专业教学双赢。

如：立体几何在“平面与平面所成的角”教学中，创

设以建筑专业“竖直角”或屋顶“人字坡角”教学情境，

创设机械专业中“万能角度尺”测量二面角的教学情境等，

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又巩固了专业课知识，有利于学

生综合应用能力提高。

再如：在“椭圆的定义及标准方程”教学中，利用学生

制作的FLASH动画椭圆图像创设教学情境，既直观生动地

学习椭圆的定义与性质，又巩固了学生的专业知识。

（二）研读专业教材，熟悉专业问题中的数学知识

教育部发布《中等职业学校新课程标准（数学）》，对

数学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应研读专业教材，多与专

业教师交流，熟悉专业问题中应用的数学知识。数学教师

应加强数学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专业课程和职业应用的

联系，让学生处在一个有专业内涵的数学教学氛围中，潜

移默化地促进学生专业思想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