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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学法在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霍爱丽 

（山东省菏泽学院单县分校  山东菏泽  274300） 

 
摘要：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所全面推行的一种

全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它给那些学习基础较差或家庭条件较困难，

不适应常规教育模式的初中毕业生，提供了一条“短平快”的接受高等

教育的渠道。然而，这部分学生有其一些特殊之处，如学习基础和学习

力较差，学习兴趣匮乏等，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改进教学方案。本文专门

讨论问题导学法在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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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0 年代末期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不少高
职高专院校开始全面招收“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然而对于这
部分学生来说，其普遍存在着学习基础和学习力较差，学习兴趣
匮乏等特点。这就给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
数学这们学科更是被他们视为畏途。问题导学法是在初中起点五
年制专科数学教学当中的一种大胆尝试，实践证明，其教学收益
优于常规的教学法。 

1.问题导学法概述 
问题导学法即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教师设置的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主动去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一步步达到教学目标。它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热情，使他们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相对于常规的教学法来说具有明显的
优势。这种模式在中小学教学当中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应用经
验，在高职高专的数学教学，尤其是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的数学
教学当中则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当中去总结，分
析。 

2.问题导学法在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意
义 

高职数学教学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能在
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1]。然而，对于高职学生，
尤其是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的学生来说，其本身与接受其他教育
形式的学生相比起来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地方。此时，采用问题导
学法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地做到因材施教，以较低的教学成本获
取较高的教学收益。具体来说，问题导学法在初中起点五年制专
科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 

2.1 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接受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中考当

中的落榜生。一方面按照他们的中考成绩无法进入普通高中，另
一方面他们的家长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
而，在这些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厌学情绪，不少在初中时就对学
习不用心，缺乏学习兴趣。而在职校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下，他
们更是会缺乏学习动力，也缺乏来自家长的督促，从而导致他们
的学习兴趣进一步下降。据不完全统计，不少职校生的主要兴趣
在看小说，打游戏，追剧上面，而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件“苦
差事”。尤其对于数学这门学课来讲更是存在抗拒情绪。 

而当我们采用问题导学法来对他们进行数学教学，就可以有
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师设置的问题情境当中，他们可
以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探索，发现和解决，来体验到探索数学知
识过程中的乐趣，收获到成功的喜悦，让他们感到学习同样也是
一件快乐的事。而一旦他们建立了学习兴趣，那么日后对于学习
的抗拒情绪就会逐渐下降乃至消失，使他们的学习步入正轨。 

2.2 纠正他们不良的学习习惯 
职校生（包括接受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教育的学生在内）普

遍存在着学习习惯较差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说的厌学之外，还存
在着较为懒散，在学习当中不肯动脑筋，不肯主动思考等状况。
而数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需要开动大脑进行思考的学科。许多

职校生由于学习习惯较差的缘故，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数学学
习。不少学生在平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以“无所谓”
的态度对待数学学习，到考试时便企图靠作弊或老师“放水”来
混个及格分数。 

而运用问题导学法来进行数学教学，从一开始就会让学生处
于一种大脑皮层较为亢奋，注意力较为集中的状态。学生没有了
偷懒，心不在焉的空间，不得不跟着教师所设置的问题情境进行
分析，思考和解决。久而久之，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就能在很大
程度上得到纠正。 

2.3 帮助学生夯实数学基础 
职校生绝大多数都学习基础不足。尤其对于数学这门容易拉

分的学科来说，他们相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更是具有较大的差
距。许多学生入学时数学都没有达到及格分数。而学习基础的差
距，更是导致他们对于数学这门学科存在畏难情绪，乃至“破罐
子破摔”。 

而运用问题导学法，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情境，来帮
助学生夯实学习基础，弥补基础上面的差距。当他们的数学基础
得到了夯实，那么后面的学习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3.具体的教学方案剖析 
实践表明[2]，问题导学法对五年制专科的数学教学具有不可

替代的应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深入[3]，这个价
值更加明显。下面我们就来剖析具体的教学方案。 

比如“向量的减法”这一节，在进行教学时，我们首先要进
行问题情境的设置。包括“向量减法的定义是什么？”“三角形
法则是什么？”“如何运用三角形法则计算向量的差？”等等。
然后安排学生进行语系。 

在进行课堂教学的环节当中，我们需要首先把这些问题写在
黑板上。然后让学生对着黑板上的问题情境，在教师的引导和点
拨之下进行探索和分析，一步步地解决问题。对于每个问题，一
开始我们可以首先带领学生回顾以前在初中学过的与之相关的
知识点，帮助他们夯实基础。然后将教学内容当中的要点对他们
一一进行初步讲解。 

当学生对于教学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对与之相关的知识点有
了较深的印象，此时我们就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组织他
们进行自主学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要注意在学生当中不
断地进行巡视。要提醒学生主动进行提问，把自己所有不懂的地
方都高速教师，然后为学生做好答疑解惑。此外，教师还要注意
观察不同学生的表现，注意观察他们的课堂参与度，并及时提醒
那些不够积极主动的学生。 

结语 
对于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的数学教学来说，由于学生普遍学

习兴趣较差，学习基础较差以及学习习惯较差等缘故，常规的教
学方法是难以满足教学需求的。此时，我们可以尝试采用问题导
学法这种手段。事实表明，它的运用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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