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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不断推进及现代化教学工具快速普及的大环境下，

如何提升教学质量，是当前摆在高中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传

统的教学仅仅是老师讲课、作业布置及学生完成这几个步骤，

新时代的高中教学已进入现代化、信息化的培养模式，不仅要

让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培养，更重要的引导学生走向一个自主创

新自觉的学习过程，所以笔者将基于高中数学教学课堂的前、

中、后三个阶段进行总结和分析。

1  课前分析利用，巧妙引入知识

如何通过简单快捷的教学模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

每一位教师日思夜想的问题。众所周知，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

师，想要取得好的教学成绩，就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巧妙的引入教学知识，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

实现教学目标。

1.1 分析教学知识。课前，老师需将要讲的课程进行预习

和熟读，不管是理论加深课、还是基础概念课或者是兴趣课，

都应当在上课之前提前做好工作分析，认真准备上课教案。

1.2结合实际，分类引用。上课前引入课程的方式较多，如

通过故事法、直接法或是设置悬念法等，然而课程的形式不同，方

法也是千差万别，比较具体的方法有分组法、分析法等，当然在

日常的教学当中，不仅要运用上述的方式方法，还要将多种课程

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2  课中分层教学，培养创新思维

2.1 分层教学。众所周知，高中学生的能力千差万别、兴

趣有大有小，这直接导致高中教学的授课难度骤然增大。因此，要

做到因材施教，就必须学会分层教学，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

行挖掘和培养。在实际的分层教学当中，主要包含以下两个个过

程：一是对授课的学生进行测试后进行分组分类，注重每一位学

生的心理保护。二是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上课之前要分层做好

备课准备，以便让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加入到教学实践中来，营

造大家都能参与、都想参与、都会参与的课堂氛围，从而能够达

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2培养创新思维。课堂上，教师还要注重学生发散思维的

养成、创新思维的培养，每个学生能力不同，养成创新思维的速

度及悟性均不同。因此，教师要因人而异，尤其是面对那些理解

能力不足的学生，除了相应的教学之外，还要采取多种方式引导

学生不断探索、勇于创新，进而培养创新发散的思维模式。

3  课后辅导，提升教学质量

在课后，我们要对学生采取与课中教学相辅相成的课后辅

导，面对层次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课后辅导方案，通过这种

方式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整体水平，够提升教学质量。

4  实践教学案例分析

4.1 课前。课前，要将故事法、技术法及观察法这三种方

式充分结合在一起，对指数函数的性质与图像进行有条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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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通过故事法比如用国王和宰相的魅力故事来进行引入。

4.2 课中。课中，授课步骤一般就是针对指数的概念，基础

指数的运算以及指数的灵活应用进行教学，因此在教学当中要充

分结合PPT课件将各类图形充分的展示出来，保证学生能够整体

把握。

4.3 课后。课后，基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相应的作业，通

过上述所介绍的方案外，对不同的学生完成辅导后，采取小测试

的方式，充分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点的能力和水平，确保为下一次

教学方案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4.4效果。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运用故事法、观察法及

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不仅能够将指数函数的性质、图形、特征

充分的展示出来，还能够帮助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知识整体把握，

确保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分层教学与作业布置和辅

导，让学生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课堂当中来，保证听课率，提升课

堂效率。

5  高中教学实践体会

第一，通过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采取种类各异的教学方

式，实施分层教学和分类辅导，帮助提升教学质量，同时规划学

生未来发展方向也需要进一步探究教学方式。

第二，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主动性。不仅要主动培养学生的能力，还应注重对教师的培养，

同时，善于探索创新新的教学模式，做到与时俱进，更好地做好

教学规划。

第三，教学质量评估测试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传统的大锅式

测试已然跟不上时代的要求，采取分层分类的测试已逐渐成为主

流。基于一些实践测试，让学生能够充分融入到备课和授课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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