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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性学习是新课改下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在中学数学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数学研究性学习贯穿于教学活动中，
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数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总之，如
何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合理应用研究性学习并提高教学水平是中学
数学教师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1  研究性学习的概述
对于研究性的学习，我国大部分学者它是以问题为载体的学

习活动，具有主动探究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研究性学习主
要有学习观和课程观两种解释，虽然不同教育学者和教师对研究
性学习的认识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对学生们在学习中的创新创
造意识进行引导和培养是研究性学习的核心和实质。新课改下，
初中数学教师应该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研究性学习措施，响应
国家和教育部门号召和要求。从学习观角度来看，研究性学习
主张学生主动学习、研究和应用知识，反对学生处于被动状态
来接受所学知识，而且，大部分教师认为学生研究问题和创造
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研究性学习的。总之，新课改下，国家
和教育部门加大了推行素质教育的力度，研究性学习理念使教师
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手段，学生转变了以往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
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同时也提高了学生们的创新创造意识。

2  中学数学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具体体现与应用
2.1研究性学习在日常课堂教学中的体现和应用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的求知欲越强烈，他们主动研究和探

讨数学问题的积极性就会越高，从而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方法。所
以，初中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灵活的应用悬念、引趣或者
讨论等手段来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使数学教学课堂真正的“活”
起来，更好的调动学生们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减
轻学生学习和研究数学问题的压力，从而帮助更多学生走出数学
思维的低谷。对于学生来说，每当学习新的定理、公式时，他们
就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和挑战，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
程就是他们学习数学的过程。在中学数学的研究性学习中，相关
教师可以将中学数学教材中的定理和公式的证明以及推导过程作
为教学材料，比如，在讲解“三角函数”这一章节的知识时，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如何正确推导正弦和余弦的诱导公式，并灵
活的应用公式解决相关问题，这时教师可以创设问题情境并引导
学生主动去探索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独立思考、研
究和其他同学的讨论来发现数学知识的规律，进而真正体验到学
习数学和研究数学问题的快乐。

2.2研究性学习在中学数学问题中的体现和应用
首先，中学数学教师可以在数学应用题中灵活的应用研究性

学习，新课改下，教育部要求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创新创造精神和
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数列”
这一章节的学习过程中，数学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些贴近生活
实际的问题，例如购房和购车中分期付款的问题，帮助学生深入
学习相关知识，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总之，教师在教学中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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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发展，研究性学习被广泛地用于中学阶段各个学科的教学中，主要是指的培养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从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选取与学科学习有关的研究专题，并对问题进行主动研究和探讨，从而灵活的应用所学知识来
有效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总之，研究性学习需要学生亲自参与问题的发现、研究和探讨过程，通过亲身体验来深入学习相关
知识。基于此，笔者在本文将简单介绍研究性能学习，并谈谈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充分发挥研究性学习的应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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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置相应的应用题目，主动带领学生研究和探
索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从而真正感受到研究数学问题的魅力。

其次，对于学生学习数学来说，开放性题目有利于学生养成
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创新创造意识。因
此，中学数学教师可以在开放题目的讲解和教学中合理的渗透研
究性学习，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中学数学教学个性化和开放化的发
展，而且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创新实践能力。大部分数学开
放题目都适当地增强了数学问题的探索性，学生解决开放性题目
的角度越来越多样化，而对于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新
的数学问题，所以，数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根
据具体教学内容编制相应的数学开放题目，不断提高学生们知识
应用的综合能力。

2.3研究性学习在社会实践学习中的体现和应用
在中学数学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

和亲身体验来获得相关信息和研究素材，并灵活的应用所学的知
识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对于中学生来说，积极参与研究性学习
可以养成独立思考学习的习惯，使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得
到更好的锻炼。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课下研究调查作业，比如，
调查当地银行存款利息和利税情况，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制定相应
的研究专题，然后在教材、相关课外读物和网站上搜集并整理与
银行存款利息和利税等相关的内容。另外，学生自由分组，亲自
到税务部门或者银行等地进行原始数据信息等相关工作，然后再
根据学习需求对所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从而建立起
相应的数学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特长
和创新创造能力，并在这过程中体会成功研究数学问题所带来的
喜悦。

3  结束语
研究性学习指的就是培养学生在教师的教导和引领下，从日

常生活各个方面中选取与学科学习相关的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
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该学习方法可以使学生掌握多种有效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的学习可以从认识和学习知识转变为探索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在中学数学
教学中合理的应用研究性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养成终身学习和探
索的习惯，提高自身学习知识和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
以更好地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提高
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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