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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趣味教学
林树宏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中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摸索出了一种趣味教学。趣味教学由趣味预习、趣味引导、趣味记忆、趣味练习等四部分组成。数

学趣味教学要求教师备课“深入”，讲课“浅出”。教师必须在抽象的数学理论和枯燥的数学公式中去发掘、发现“有趣”的东西，这

些东西，正是数学里重点、本质的东西，也是学生爱听和需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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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趣味预习

（一）以疑导思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看来质

疑是人类思维的精华，蕴涵着创新的萌芽。数学是一门思维科

学，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勤思、善思的品质，是数学的重要

任务。“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能使学生产生认识上

的困惑，激发其求知欲望，调动学习积极性；“疑”能拨动学

生的思维之弦，激励他们主动去探疑、释疑，从而获取新知识。 

　　如何在导学学案中设疑呢？一是在已有知识同新知识有联系

和差别的问题上寻疑，二是在容易混淆的概念上找疑，三是在容

易忽视的问题上创疑，四是在容易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问题上

置疑，引导学生通过思考，深化新旧知识的联系和理解，辨明概

念间的异同，培养他们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二）以趣导情

导学学案的设计也要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努力营造

愉悦氛围，让学生在趣中学习，在乐中求知，教法一旦触及学生

的情感和意志领域，触及到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法就能发挥

高度有效的作用。

如在“对数的计算”一节的预习中，我向学生布置了这样一

个问题：将一张报纸对折 64 次，请你估计一下它的厚度（一张

报纸的厚度约为 0.1 毫米）。预习对数的计算，计算一下结果，

你将会瞠目结舌。事后，有个学生说，这个问题太诱人了，怀

着浓厚的兴趣，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驱动下，我预习了新课，

而且很快掌握了，验算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数学真奇妙！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引

导学生会学知识，因此，预习环节不容忽视，导学学案的设计也

应该讲究艺术。

二、趣味引导

美国著名数学家波利亚曾说过：“为了使学习富有成效，学

生应该对所学知识倍感兴趣，并在学习中寻求欢乐。”所以在数

学教学中，不能照本宣科，对学生灌输数学知识，而应积极创设

教学情境，启迪学生的思维。学生都喜爱听故事、猜谜语、作遐想。

教师应当适时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以引起学生心理的内部矛盾

冲突，并使他们意识到，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这种矛盾的

冲突，从而引起他们的好奇心，激发起学习的动机，使他们兴趣

盎然地投入学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在平时的教学中，努力挖掘教材，恰当穿插有关生动的数学趣

题、典故以及数学谜语，巧设悬念。如讲授相似三角形应用时，一

开始我就设下悬念：你能否不过河测出河宽，不上树测出树高？用

一个五分的硬币测出月亮离我们有多远？这种悬念促使学生对所学

知识倍感兴趣，学生能积极思考，知识的接受由被动转化为主动。

思维始于问题，问题是思维的出发点，是数学的生命，没有问题数

学就失去了魅力。对于学生来说，提出一些他们想解决而未解决的、

富有挑战性的、趣味性的问题，出现美好的数学问题情景，更能激

发其学习兴趣，促使他们积极思考，生动活泼的学习。

三、趣味记忆

（一）不妨编点小故事

例如，在数列极限的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了艺诺悖论：乌龟和

兔子赛跑，龟在兔前 100 米两者同时起跑，兔的速度是龟的 10 倍，

兔能否追上龟？结论很明显。但如果换个角度分析：以上条件不

变，兔跑完 100 米，龟已前进 10 米，因此没追上；兔跑完 10 米，

龟又前进1米，还是没追上；当兔子又前进1米，龟又前进0.1米；

如此下去。兔子不是永远地追不上乌龟了吗？这一问题的提出引

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学生的思维进入了兴奋状态。此时适时地

引入数列极限的概念，龟兔距离差构成数列100，10，　1，0.1……，

此数列的变化趋势为零。在无限的变化过程之中，兔子追上了乌龟。

在有限到无限，近似到精确的过程之中，事物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

学生的认识水平也产生了一个飞跃。

（二）善于利用简单的道具

例如，在讲述“祖恒原理”时，我先拿了两叠一样大小和高度的

本子，然后把其中一叠做成普通平行六面体的形状，另一叠为长方体，

接着用一块板水平去切这两叠本子，切出每叠平面都是一本本子的大

小，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如果等体积等高的物体，用平行于底面的平面

去切，如果每次都切出同样面积的平面的话，那么这两个物体的体积

是相同的。这个实验让学生对祖恒原理有了形象的认识。

四、趣味练习

我在课堂上经常设计一些如下的趣味题让学生思考，既能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

1. 在一张长方形的桌面上放了 n 个一样大小的圆形硬币。这

些硬币中可能有一些不完全在桌面内，也可能有一些彼此重叠；

当再多放一个硬币而它的圆心在桌面内时，新放的硬币便必定与

原先某些硬币重叠。请证明整个桌面可以用 4n 个硬币完全覆盖。

2. 一个球、一把长度大约是球的直径 2/3 长度的直尺，你怎

样测出球的半径？方法很多，看看谁的比较巧妙。

数学，抽象而富于逻辑，它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要把孩子引入这个神秘而绮丽的世界，让他们在这个世

界中畅游，我确信，兴趣的培养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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