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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学更加有趣——提高中职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实践研究
沈　平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辽宁 沈阳 110026）

摘要：本文结合中职数学教学实例，对如何有效培养中职生

数学学习兴趣展开实践研究，以期为广大中职数学教师更加高效

地开展数学教学提供思路参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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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也得以迅速发展，招生规模越来越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但

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生源质量

下降问题日益突出。

调查发现，中职学生文化基础普遍薄弱，特别是数学、物理

等学科更是“重灾区”，很多学生谈起数学就会觉得抽象、难，

没有兴趣。而兴趣是学习的重要驱动力，在提升学生学习成效方面，

兴趣的作用远比智力要突出。

因此，当前中职数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有效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在这一方面，笔者在多年的中职数学教学实践中

逐渐总结、摸索出一些经验与心得，在此与广大同仁交流、分享。

一、中职数学教学现状

（一）学生学习基础薄弱

近年来，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普高热持续升温，中职学校

生源日趋紧缺。只有那些中考失利，无可选择的学生才会“退而

求其次”进入中职学校继续学习，而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中职学

校的学生整体素质不尽如人意。

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中职阶段的数学教学内容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知识存在密切联

系，学习效果也是建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基础之上的。但是

对于中职学生来说，数学可能是学习难度最大的学科，从而导致

数学成为整个中职教学体系的“重灾区”，数学学困生比比皆是。

（二）学生兴趣不足，自觉性差

掌握一技之长是多数学生进入中职院校学习的直接目的，因

此很多学生在进入中职学校后就完全放弃了对文化课的学习。再

加上很多学生本身就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在数学学习上缺乏讲自

主性、自觉性，学习方法也有所不足，只是一味模仿教师的解题

方法、死记硬背数学的概念与定理，不知该如何灵活运用数学知识，

在数学学习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情况的存在，更加加剧了他们对数学学习的抗拒、

抵触心理，导致在数学课堂上开小差、走神，甚至呼呼大睡、直

接旷课的学生大有人在。

（三）中职学校对数学教学重视不足

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于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

正是由于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导致中职学校普遍存在重技

轻文的问题。

多数中职学校都将教学重点放在专业课教学方面，对于文化

课程的重视程度则严重不足，导致文化课程在中职学校沦为“边缘”

课程，成为专业课程的陪衬，受学校教学理念的影响，学生在文

化素质方面的培养受到明显忽视，综合素质的发展与能力的提升

更是无从谈起。这样不仅文化课设置的作用得不到体现，还会影

响专业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

（四）数学教学内容存在单一性

中职学校作为职业院校，涉及专业众多，但是就当前中职学

校的数学课程设置而言，其所设置的数学教学内容都是统一的，

难以与中职学校专业的多样性相匹配。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中职数学教材也在不

断的改版、更新，内容编排也更具生活气息，知识点学习难度也

有所降低，并根据中职学生的实际学情，划分为基础模块、职业

模块以及拓展模块三个不同模块。

但是从整体来看，中职数学教材内容仍存在较强的理论性与

系统性，再加上受中职学校教学条件限制，在数学实际教学中，

往往只能完成部分教学内容，难以实现与专业学习的充分契合，

导师中职数学教学专业针对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职

数学教学成效。

二、中职生数学学习兴趣培养策略

（一）营造数学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学习“情”趣

《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指出数学的

课程性质为：“数学 是其他科学和技术的基础，是解决现实生活

问题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最新版

中职数学教材设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体现

数学文化的内容。

由此可见，在中职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已经从理论层面进

入数学课堂，成为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数学教学

实践中，教师应积极营造浓郁的数学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对数学

科学与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展开探究，促使学

生在探究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科研价值与人

文价值，激发学生主动探寻数学进步历程的动力，让学生在数学

文化的熏陶、浸润中，产生文化共鸣，激发数学学习动力，燃起

数学学习激情。

1. 走进数学史，提升文化修养

数学研究发展史不仅是数学知识的研究、发展历程，更是人

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演绎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

的深厚积淀。数学家吴文俊认为：“数学教育与数学发展史是不

可分割的。”了解数学史，能够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数学知识

的“来龙去脉”，从而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感知数学、认识数学。

以对数的概念的教学为例，教师可首先向学生介绍对数研究

的发展历程：早在 17 世纪，天文工作者为了处理、观察行星运动

数据，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当时的一位天文爱好



40 Vol. 4 No. 1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者纳皮尔为了简化数字运算，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发现了对

数定律，并于 1614 年出版了《奇妙的对数定律说明书》，在书中

他详细向世人解释了定数定律及其特点。

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如此评价对数定律“对数定

律在实效上有效延长了天文学家的寿命。”将对数定律的产生、

发展史引入课堂教学，让学生全面了解数学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

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在潜移默化间培养学生

的文化修养。

2. 感悟数学美，陶冶审美情操

“数学到哪里，美就在哪里。”数学体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

巧妙的美感，吸引着人们向它靠近，而这也是数学本身的魅力所在。

在中职数学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数学的独特美感，改变数学

课堂教学枯燥无趣的现状。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挖掘数学

知识中的美的元素，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理，激发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探究兴趣。

例如，1955 年，印度数学家卡普耶卡提出的 6174 猜想，他

发现任意四位不同的数字，按照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将其排列出产生的两个数字相减，得到差后再重复上述运算，最

多进行 7 次上述变换，就会出现四位数 6174。

以今年的年份数字 2020 为例，将 2020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

对这几个数字进行排列，得到 2200，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将这个

数字进行排列，得到 0022，2200-0022=2178；再对 2178 进行重

新排列，得到差 7443……如此重复，经过五次重复运算就会得到

6174。

面对这一猜想，很多学生会觉得不可思议，都纷纷纸笔展开

验证。而这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学习气氛

非常高涨，而数学正是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学生们、历代数学

爱好者去钻研、去探索。

（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用”趣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学知识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中等职

业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中职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

这一就在于对学生应用意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

在数学教学中，只有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数学知识在生活、工

作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才能有效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动力。

那么怎么才能让学生发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呢？

1.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从本质上来讲，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中职学生在经过三

年的职业教育后，便会面临就业问题。

在教学“等比数列”这一知识点时，教师便可为学生设置“就

业应聘”的情境：假设现有 3 家企业有意要招聘你，但是都要求

签订为期 3 年的就业合同。而这 3 家企业的薪资待遇分别为：企

业一实行年薪制，年薪 5 万元，此后每年增加 5000 元；企业二实

行半年薪制，半年薪 2 万，每半年按照 20% 的增幅递增；企业三

实行月薪制，月薪 3000 元，工作满一年后，薪资以 15% 的增幅

逐渐递增，若仅从薪资待遇方面分析，你会选择哪家企业呢？

就业择业是学生即将面对的问题，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存在密

切联系，大部分学生也能够认识到掌握这一知识点的重要性，从

而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推算过程中。

学生们运用等比数列求和知识，分别计算出三家企业 3 年薪

资综合，然后进行综合比较，很容易发现企业二的薪资水平更高。

此外，像按揭贷款、商场购物、家庭理财等生活问题的解决，都

与数学知识密切相关。

因此，在中职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善于利用现实生活问题建

立数学模型，让学生切实体验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从而自觉

树立数学应用意识。

2. 在专业学习中发现数学应用价值

中职学校的办学特色要求数学教学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要

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渗透至各专业、各学科，突破学科壁垒，

服务于学生职业综合素养培养，引导学生从专业的角度看待数学、

学习数学，自然会消除数学知识的陌生感，产生亲近感，从而有

效激发学生的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例如，在财会专业的数学教学中，在讲解“数列”这一知识点时，

教师可引入下列问题：某企业为了缓解资金紧张问题，持一张面

值为 200000 元、6 个月到期的银行承兑税票向银行贴现，银行贴

现率为月息 4.68‰，已知该承兑税票出票日为 8 月 12 日，到期日

为 1 月 11 日，企业于 10 月 13 日向银行贴现，实际兑现额是多少？

通过设计此类与学生专业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将所学

数学知识运用于专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不仅有助于学生夯实专

业基础，还可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数学知识在专业中的应用价值，

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增强应用

意识。

三、结语

中职学生基础差，且普遍对数学学习兴趣不浓，对数学学习

存在抵触、抗拒心理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导致中职数学教学始终

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这是让很多教师“头疼不已”的现实问题。

想要改善中职数学教学实际效果，首先需要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促使学生在兴趣的驱动下产生数学学习动力，从而推动数学

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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