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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导学是应用于计算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尤其是在理性的数学

思考中，需要通过问题的质疑引发联想，产生一系列的互动，强化学生

的数学思维认知，目前问题导学已经成为数学深化探究的基础条件，教

师应帮助学生消除数学理解的误区，及时排忧解惑走进数学的思维视域

中，形成独立的见解，鼓励学生大胆的发问，结合教师的提问举一反三，

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究数学的真谛，在轻松愉快的数学场景下，自在的徜

徉于数学的视域中，获得数学的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 

关键词：问题导学法；初中数学；教学；应用  

 

 

引言：数学的探索过程就是提出疑问、分析疑问、化解疑问
的过程，求索新鲜的知识内容，结合已经熟知的数学元素展开新
知识的规律摸索，就必然要在问题的导入下，获得思绪寻觅的出
口，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展开数学的思辨，而非单一化、机械化的
记忆，问题导学并应契合学生的认知理解，满足学生的心理诉求，
帮助学生在问题中建立信心，在问题中发散思维，进而构建妙趣
横生的班级互动氛围，促使学生形成数感。 

1.针对性地导入问题 
问题应具有针对性，好的问题应直指问题的根本，具有明确

的方向性，随着学龄段的增长，学生遇到的数学问题将会串联几
个部分的知识点，数学之间都具有某种共通性，然而在问题中，
依然要明了的提取要素，快速的理解题意，理清数学的要求，避
免问题过于难解造成学生的求知困惑，打击学生的自主学习信
心，教师提出的问题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但不宜超脱学生的
认知范畴，偶尔提出一些开放性、拓展性的问题，有助于帮助学
生开阔视野，导入趣味，但这种问题要量力而行，主要还是以较
为经典的问题出发，促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结合类似的问题找
寻合适的解决办法，问题的求解过程固然需要创新，但也需要教
师帮助学生夯实基础，要掌握基础的计算方式，逐步的展开创新
联想，避免过于心急导致学生基础薄弱。比如在教学“图形的平
移”这一教学内容时，教师的问题设计就应该从基础知识点出发，
提问学生关于图形平移的概念以及满足图形平移的必要条件，实
施启发性提问，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在这个提问过程中，
不仅巩固了该教学内容的基础知识，而且还对概念和需要的条件
进行了更深层次地讲解，让学生对该课程的内容掌握地更加牢
固。  

2.采用前后呼应的方法进行初中数学问题导学法 
在进行初中数学问题导学法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方式，首先

应当根据数学课本教材内容来设置疑问，这种设问的方法更加注
重对教材课本内容的研究和探索，以数学方法为前提的设问是另
一种问题导学法，这两者的问题设问方法不同自然教师在教学中
所采取的方法也是不同，而这两者不同的设问方法自然收到的教
学成效也是不同。以教授数学方法为前提的设问方法更加有目的
性，可以很快让学生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中直奔主题，这种设问方
法通常问题都相对较简易，但是学生在这种设问方法下只是被动
地接受知识，根本无法做到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和解题技巧。
由此不难看出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从教材内容出发进行数学问题
导学法，并且从教学实例中去设问，在设问的基础上再进行问题
转换 后回归到设问问题上，所以提出的数学问题应当紧随着加
以解决，这样才能让课堂更加完整，形成前后呼应的状态，让教
学更加专业和完善。  

3.教师要合理设计教学问题  
问题导学法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问题设计是否合理。因

此，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时要紧扣教学目标，并很好地结合学生
的个性和心理特点，既要做到学生对教师所提问题能够一目了
然，又可以在问题讨论结束后让学生深刻理解教学重点，及时解
决教学难点。例如，在讲解方程组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侧重让
学生学习用方程组解决生活问题。教师可以创设如下情境：又到
了春游的时节，老师打算带学生出去体会早春风光。现在我们需

要乘坐客车，已知一辆小型客车和一辆大型客车一次性可以载客
65 人，如果安排两辆小型客车和三辆大型客车的话，一次性可
以载客 165 人，我的问题是，大家想想一辆小型客车和一辆大型
客车一次性分别可以搭载多少学生？  

之后，教师可以再设计如下问题，以帮助学生打开思路：  
第一，上述题目中涉及了哪些已知的量和未知的量？  
第二，题目中的哪些话可以帮助你清楚地找到已知量和未知

量？请大家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来。  
第三，这个方程式应该把哪些量设为未知较好？如何写此方

程式？  
在学生进行求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细心观察学生的解题思

路，并挑出几位不同解题方法的学生的步骤进行课堂展示，如某
位学生的解题步骤如下：  

解：设一辆大型客车的载客量是 x 人，一辆小型客车的载客
量是 y 人。  

则方程式为 x+y=65，3x+2y=165，解得 x=35，y=30。  
答：一辆大型客车的载客量是 35 人，一辆小型客车的载客

量是 30 人。  
这种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再辅之以生活化的教学问题，不仅可

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便于学生理解，还可以锻炼其学以致用的能
力。  

4.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思考  
面对问题不要急于求解答案，应该首先要自行思考题目中蕴

含的可用信息，这是学习数学的基础意识，也是教师应该引导学
生学会的解题思路。在学生解题或者学习数学遇到问题时，教师
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将所学知识和当前的难点联系起来，找出对应
关系，明白二者内含的联系后再去求解。例如：本次春游的地点
有两个，一个是园博园，一个是龙潭公园，已知去这两地旅游的
师生一共 800 人，共收旅游费 3500 元，其中，去园博园旅游的
每人收费 60 元，去龙潭公园旅游的每人收费 50 元，请问，此次
去园博园和龙潭公园旅游的师生各有多少人？设计问题的环节
和上文相同，但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略有不同，即学生需要思
考该问题隐含的两个实际相等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用方程式表
示。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解答该题便不再困难。  

结束语  
总之，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是较为普遍也是

较为有效的，有利于教师发现学生的短板，并进行针对性教学，
因此应该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帮助学生锻炼思维能力，提高综
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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