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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师在传统的数学教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

法，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陷入了被动学习

的境地。在问题导学法的作用下，学生能够对初中数学内容产

生学习兴趣，进而养成其良好的数学综合素养。在本文中，笔

者分别从课前、课堂中、课后三个角度进行问题导学法的探

究，提出了以下几点教学策略。

1  结合教学内容，进行课前预习提问

预习教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高质量的预习教学能够让

学生提前掌握相关的教学知识，有准备的进行新知识的学习，使

课堂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将问题导学应用到课前预习

过程中时，要注意提问的内容和难度，以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为

基础，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探究能力等因素进行问题的设置。只

有依据教材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数学问题的提出，才能够实现温故

知新的教学目标，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1]。

教师在进行导学案问题的设置时，要充分把握该堂课的教学

目标、教学重点，设置与同学们学习情况相符的教学问题。比如，

在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下册《实数》一课中，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了解无理数和实数的概念，能够估算无理数的大小，”，难点是

“了解实数的运算法则及运算律”。教师可根据以上两点，提出导

学问题：“使用计算机计算，将下列有理数‘’写成小数的形式，

你能发现什么？”在解决问题时，学生的探究心和好奇心被充分

激发，能够进一步依照教材内容对相关数学知识进行探究，无形

之中提高了课前预习的效率。

2  结合课堂进度，进行师生互动提问

2.1 教师提问教学，提高学习效果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通过高质量的师生互动能够营造出

和谐平等的数学课堂，促进学生对于数学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课堂导入过程中，教师可充分发挥问题导

学的教学优势，结合当堂课的教学内容创设课堂情境，集中学生

的课堂注意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2]。

比如，在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下册《平面直角坐标系》一课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导入环节结合当堂课程的教学重点，依

次对班级同学点名提问：“根据班级的座位分布情况，介绍你所在

的位置。”在问题情境下，同学们对自己的位置进行了阐述，有的

说自己在“第三排第二列”，有的说自己在“第五排第三列”。教

师再提出问题：“电影院内的座位数有什么含义，这一座位与它相

同么？”在教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很快投入到了平面直角坐标系

的学习过程中。

2.2小组合作学习，拓展数学思维

为了进一步构建生本课堂，突出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教师在进行问题导学时可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

性，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习探究活动。在合理分配完各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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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后，教师根据课堂中的知识提出发散性的数学问题，并让

同学们进行解答，以此来拓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比如，在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下册《一元一次方程》一课的教

学中，教师完成了“一元方程的概念”、“一元方程的解法”等内

容的教学后，提出问题：“与的差的倍等于，请列出相关方程式。”

在问题提出后，各学习小组纷纷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有的得出了

方程式：“”有的得出“”，还有的化繁就简，直接得出“”这一

方程式。通过小组合作，同学们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数

学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散，拓展了数学解题的思路。

3  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课后复习提问

“温故而知新”，课后进行高效率的复习学习，能够加强

学生对相关数学知识的内化，从而提高其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与实

践能力，促进学生形成举一反三的数学思维能力。在传统教学过

程中，教师往往会借助“题海战术”对已学知识点进行大量的习

题训练，以此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这样的教学方法确实有效

果，但是会给同学们带来非常严重的学习压力[3]。在新课改的

背景下，教师可利用互联网、辅导书等教学工具，精确选取典型

的数学例题，注重习题的质量，通过经典练习题锻炼学生的数学

思维。

在结束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下册《不等式与不等式组》一课的

教训后，教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了梳理并总结，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布置如下数位问题：“小明准备自己省钱买平板来学习数

学，已知平板元，小明每个月省元，小明要省几个月才能买到平

板？”在问题情境下，同学们根据已学知识对应用题中的题干信

息进行了分析整理，列出了不等式“”，并得出答案“”。

4  结束语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将问题合理的嵌入到数学教学过程

当中，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使其主动投入到思考

当中，增强自身的数学思维能力。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通过高

质量的师生互动教学、小组合作教学等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使学生养成爱思考、爱探究的数学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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