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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导下中学数学任务课堂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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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中不断地深入发展，课堂教育模式需要更进一步的优化，从而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根据学校现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我们将问题式课堂引入教学，利用问题将学生带入课堂，学生开发自己的思维能力去创造正确答案。创新

会让封闭的课堂变得开放起来，问题的引入会使学生提升自己的思维逻辑能力，从而使课堂变得更加的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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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导下的教学模式有着很多优点，可以促进学生学习方

法的改革，充分的体现学生作为主体的作用，提升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帮助教师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我们将

问题引导式教学放入到中学数学课堂中是非常适用的。数学与其

他学科不同的是，数学重视解题过程和解题结果，解决数学问题

时更加重要的是解题过程。对于数学教学来说，教师需要帮助学

生去理解抽象题目，帮助学生理清逻辑，同时学生在解决数学问

题当中也会需要直观了当的看出答案。因此在数学教学当中利用

“问题引导”的探究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反思问题，

延伸问题。

一、问题引导式课堂的作用

在中学数学教学当中，采用问题引导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质

疑问题与知识的能力，能够促进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在面对不懂

的问题时会主动分析解决。这样属于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

环当中学生学习数学的思维越来越敏捷，学生会越来越喜欢参与

到解决问题的环节当中，在生活中面对税务与银行利率之类的数

学问题会主动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学生的创新精神也会久而久

之的得到提高。

二、问题引导式课堂的构建

（一）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学生的成绩是他

们自身掌握知识多少的一个检验，学生只要自己去主动学习才能

实现成绩的提高。所以在中学数学课堂上，学生应该扮演一个主

动解决问题的角色，教师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和

时间，让学生自己积极的思考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在教师讲授高中知识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内容时去创

设生活中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解决问题兴趣。教师可以创造这

样的问题情境：教室需要做出一块讲台桌布，要求桌布的面积大

于桌面面积的两倍，而且下垂到讲桌下面的长度需要四边相等，

问应该怎么做？这样一来，学生主动量取讲台的桌面长为 60 厘

米，宽为 40 厘米，主动构建数学算式模型。学生罗列答题步

骤：设桌布下垂的长度为 x 厘米，列出式子（2x+60）（2x+40）

>2×60×40，学生主动列出算式，教师引导告诉学生这就是这堂

课所学习的一元二次不等式。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效果达到了

层层推进。

（二）培养学生应用意识的能力

数学知识中包括基本定理概念以及公式的应用。学生们要学

会将所学的数学知识带入到生活当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会数学思

想和方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有意识无意识将数学知识应用到生

活中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实际应用问题上去建立数学模型。在实

践当中，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

感受解决问题的乐趣所在，从而提升学生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的

兴趣。

例如，教师在讲授八年级《三角形的稳定性》时，向学生

发出情境导入的疑问：在工程建筑施工中经常采用三角形的结

构，比如说屋顶上的钢架，还有凳子下方的固定件，这其中的

原理是什么呢？学生可以自己做好三角形模型和其他多边形的

模型，从而进行几种模型的比较，学生自己从中发现三角形是

最稳定的构造。在实际应用当中，学生发现四边形的框架物品

在晃动时应该怎么做，学生自己通过应用和总结，发现在四边

形的对角线钉上根木架后会牢固，所以从实际应用中得出三角

形具有稳定性的结论。

（三）培养学生淡化问题形式的能力

教师在向学生讲述数学问题时，应该淡化教学问题的形式，

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数学概念过于繁杂，定理性质都比其他学

科要多。数学作为理科，应该尽量避免让学生死记硬背。在学生

学习数学概念类方面时，可以从概念背景入手，让学生先了解概

念为何产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来龙去脉。

例如，在教师讲授初中的代数式知识时，可以先让学生了解

代数式的发展过程，讲解代数式和一次式的异同点，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了解到代数式是一次式的扩充。将问题引入：所以事物

的数量都可以用一次式表示吗？学生在解答过程中提出遇到的难

题，从而教师引入代数式的概念。这样一来，学生养成喜欢探究

问题的良好习惯。

三、结语

新课标一直在强调学生是课堂的主导者，所以教师选择好

上课模式对学生成绩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问题作为数学解题

过程的心脏，自然在授课过程中是不能够缺失的。有问题才会

有思考，有问题才会有解题步骤。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一定要按照学生的认知结构，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去提高学

生的理解能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一定避免填鸭式教学，让学

生在课堂上活跃，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动起来，真正地参与到

数学课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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