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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情境是指教师为了发展学生的心理机能，通过现实的、
有趣味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数学活动来增强教学
效果而创设的教学环境。作为教师，在教学时，我们要依据农村
学生的原有基础来创设情境，所设计的情境要有启发性、激发学
生求知欲，使学生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创新
数学知识。

1  针对时事创设情境
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了解国内外的一些热点事件是非

常有必要的，从而启发他们对社会问作一些必要的思考，因此在
我们农村初中数学课堂中对情境的创设应结合时事结合热点事件，
从而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激发，体会学习数学的快乐。

例如我在进行《统计初步》中的一些概念教学时如“总体
和样本”，我们怎样知道炮弹所具有的杀伤半径，在运用样本评估
总体的教学中，我们播放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军队入侵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视频。其中不少是他们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残酷场面，
当我们学生在观影完这些残忍的战争画面以后，对这些侵略者非
常的痛恨，而对伊叙人民深表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同学们
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关注。给出问题：我们怎样知道炮弹所具有的
杀伤半径是多大？我们怎样用样本来估计总体？在这种情境设计
下，我们的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很积极与主动；最后经过
总结：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批炮弹的杀伤力半径多大，除了要对
我们试验的数据进行收集，而且要考虑到炮弹的所具有的价值性
同爆炸所造成的破坏性；所以我们只能抽取部分样本炮弹进行实
验，通过实验数据，进行计算，算出样本数，估算出这批炮弹的
杀伤力量。通过这一情境的设置与探究，不仅提高了我们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让我们学生学会了用部分推算整体的方法。

2  联系生活创设情境
我们的教材教学力求呈现“问题情境设置——建立数模——

知识应用——知识拓展”的教学模式，那么怎样设计这一教学模
式，它的关键点在哪里，这就要求我们初中数学教师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应该从我们学生的心理与生活经验出发，设计对学生思
维具有发散性的问题情境，从而让我们学生数学思维习惯具有良
好的运用意识。

教例，我在进行一元二次方程教学时，可以从学生身边问
题的实际出发，对“一元二次方程”列式和估计值教学。如，
我们现在在学校修建一个漂亮的大花园，空地的长是一百三十一
米，它的宽为九十米的长方形，怎样设计一个种花面积是整块
空地的面积的三分之一，你有多少种方案。通过学生的交流，
探究。我们的学生都积极参与，通过头脑风暴法，设计出许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从而让我们学生的思维得到了不断发展，
感受到方程的重要性。通过以上问题，我们要激励学生要关注
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把它们编成数学题，从而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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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实际，从他们的身边的情况出发，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让他们通过
探索、交流、思想碰撞等实践过程，从而让他们形成主动学习数学、学会学习的过程。”在我们农村初中数学教学中，情境创设得当，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以最佳的状态进入学习氛围，而且能调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本文结合农村情境教学实践提出了针对时事、
联系生活、设置问题、投身实践等四个方面来创设情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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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问题创设情境
问题是我们数学教学的核心。在我们课堂上，我们教师所

设置的情境，要对学生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让我们学生
的在真实的体验中解决问题，感受真实，才能让我们学生真正入
境。我们的情境设计要有的放矢、具有趣味性、启发性。我们要
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最近发展区设置问题悬念，用问题情境来
激起我们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例如，我们对有理数的乘方进行设计教学时，新课导入:大
家喜爱吃拉面吗?拉面师傅能是怎样把一根很粗的面做成很多根细
面的呢？（教师可用课件演示给学生看。）问：（1）师傅拉出二百
五十六根面条的时候，他要对折多少次？（2）请大家猜想一下，
如果师傅对折n次后，有多少根面条?我们在学习今天的内容以后
——有理数的乘方，这个问题我们会迎刃而解。

4  投身实践创设情境
情境教学的原则是把“情感”与“致用”两者合理结合

起来，利用特定的情境来驱动我们学生的实际运用，通过这种实际
应用来不断强化我们学生学习的欢乐。数学教学应该把学生学习知
识和未来的应用结合起来，注重他们的的操作与能力的发展培养。
我们的情境设计要有操作价值和情感性，让我们的学生在做中学，
乐于学习。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思维、表达、动手等能力，从
而提高他们各种解决问题能力。例如，我在“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教学情境设计中：把我们的学生分成六个小组，每个同学把A4纸
片剪成两个小三角形，其中一个剪成等腰三角形，另一个剪成一般
三角形。在完成之后，让学生把两种三角形的任意两边重合在一
起，把发现的结果记录下来，各小组长行讲述。通过活动，同学们
发现当等腰三角形的两腰重合在一起时，他们的两个底角重合，近
而获得等腰三角形的基本性质。我们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进入社
会进行调查，获得数学知识，例如：在进行函数概念教学时，我们
让学生到菜市场对鱼类、肉类、青菜类等的市场调查，要求学生记
录：（1）它们的市场单价，销售的数量和金额。（2）观察销售过程
中，单价、数量与金额之间有什么变化规律。（3）整理材料，提交
给老师。通过这样的实践调查活动，学生对函数中所运用的变量，
定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为学习函数以后的知识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在在我
展现中，找寻发散思维的亮点，并及时给予赞扬和鼓励，增强
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让学生积极主动的
参与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来，展示他们的智慧，让他们都有所
收获，得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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