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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定理的探索与发现、 推理与证明是数学定理学习的中心环节。 承接本专

题的创课系列研究， 研究者基于具身认知理论， 探讨优化数学定理的教学设计或创课设计，
为改善数学定理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数学定理； 创课； 具身认知

【基金项目】 广西普通高中学科基地建设项目； 动态数学技术的创新研究与应用项目

【作者简介】 刘智美， 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２０１７ 级研究生； 黄怀芳， 中学正高级教师； 唐剑岚， 本文

通讯作者， 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数学教育技

术。

数学定理是数学学习的重要内容。 在很

多情况下， 数学定理的探索与发现、 推理与

证明是数学活动的中心环节， 也是数学定理

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 无论是传统的

课堂教学还是移动的学习环境， 数学定理的

教学设计与实践主要是 “一个定理、 几点解

释、 强化应用” 的模式， 难以成为培育学生

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学习内容或载体。 如何

优化数学定理的教学设计或创课设计亟待探

究。 承接本专题的创课系列研究， 笔者尝试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 探讨优化数学定理的教

学设计或创课设计， 首先概述具身认知理论

的基本观点与策略， 然后以高中余弦定理的

推理与证明的教学片段为案例， 对比优化版

和原版的实录， 并进行片段评析， 最后深入

反思原版创课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比分析中

提炼数学定理创课设计的优化方案。
一、 具身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

意义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融入认知科学， 对具身认知 （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的研究不仅成为当前认知科学研

究的重要话题， 而且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热

点话题。 根据具身认知的相关研究文献和数

学学习的特征， 用 “１３３” （１ 大核心思想， ３
个基本观点， ３ 点基本思考） 来概括具身认

知理论核心思想及其对数学创课设计的指导

意义［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