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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课堂中探究性学习的困惑与思考
丁建龙

（扬州市江都区第一中学，江苏 扬州 225200）

摘要：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化，探究性学习逐渐走入高中数学教师视野，这种学习模式凸显了学生主体地位，有利于加快数学核心素

养培育，有效增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全面提升高中生数学学习水平。高中数学教师要科学组织探究性学习，协调好学生自主

探究和教师点评的时间，合理布置小组合作探究性任务，引导优等生帮助学困生，精心设计数学实验，鼓励学生进行深度探究，逐步提

升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高中探究性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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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大力倡导以生为本理念，减少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述时

间，留给学生更多自主探索、自主验证和自主阐述时间，让学生

主动挖掘和运用知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中数学教师要引导

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首先利用微课创设探究情境，激起学生数

学探究兴趣，让学生全身心投入探究活动中；把小组合作和探究

性学习结合起来，引导数学学困生进行挑战，优等生协助组员完

成探究性学习任务；精准提炼单元教学重难点，设计前后连贯的

问题链，促进学生探究性思维发育；定期开展数学实验教学，引

导学生探究生活中的数学案例，指导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全面提升高中生数学探究能力和数学成绩。

一、新课改下高中数学课堂探究性教学中遇到的困惑

（一）教师对探究性学习的解读不太精准

探究性学习是学生的“主场”，应该由学生围绕核心知识点

提出新问题，并制定问题研究和解决方式，让学生掌握数学分析、

推理、验证和运用能力。但是很多高中数学教师对探究性学习模

式的解读不太准确，他们认为课堂教学时间宝贵，探究性学习占

据太多时间，远不如教师讲解省时省力，在这种理念影响下，很

多学生埋头苦写数学笔记，忙于抄写老师的解题步骤，一步步限

制了学生探究思维，影响了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和课堂教学有效

性。

（二）学生无法合理安排探究性学习时间

高中生数学知识储备还不是很丰富，灵活变通能力有待提升，

还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协助，探究性学习则是倡导学生做主体，这

也意味着学生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很多学生

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无法合理安排时间，例如在圆与直线方程探

究性学习中，花费大量时间来推导公式、画图，留给解题讨论的

时间比较短，影响了学生探究能力提升。

（三）学生尚未养成探究性学习习惯

高中生数学学习压力比较大，很多学生把时间花费在做题、

刷试卷上，不太重视探究性学习，参与课外数学综合实践活动的

积极性并不高。探究性学习关键在于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

题的过程，但是很多学生更倾向于套用老师或其他同学的解题思

路，不愿意花费时间来探究新的解题思路，没有养成独立探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习惯。

二、高中数学课堂探究性学习模式特点

（一）凸显学生探究主体地位

传统高中数学教学模式中教师占据主导，探究性学习中学生

成为课堂主角，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探究性学习目标，由

学生对这一目标进行拓展和延伸，让他们自主设计探究活动，鼓

励学生尝试一题多解。探究性学习可以深度挖掘学生潜力，让学

生围绕知识点进行深挖，鼓励学生自主提问和追问，促进优等生

和学困生的合作，让学生真正成为数学课堂的主角。

（二）积极组织课外探究实践活动

探究性学习开辟了高中数学课内外教学衔接的新渠道，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拓展，让学生自由结组进行课外

探究实践活动，由各个小组自主确定数学实践的内容、过程，鼓

励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例如学生在学习完圆锥曲线

后，课外探究了双曲线、抛物线的极值求解、动点问题的解法，

利用几何画板软件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分享自己独

到的解题方法，进一步提升学生数学解题能力。

（三）促进小组合作和探究性学习融合

高中数学教师要把小组合作和探究性学习结合起来，促进优

等生和学困生的合作，让学困生也可以参与到探究性学习中，把

探究性学习转化为学困生成长的舞台，运用集体智慧帮助学困生

成长。教师可以设计分层探究性学习活动，明确基础、中等和难

度学习任务，一步步引导学困生进入学习状态，满足不同数学水

平学生学习需求，鼓励优等生辅导学困生数学作业，激励学困生

攻克数学学习难题，营造良好的班级数学学习氛围。

（四）贯彻数学核心素养理念

数学核心素养是新高考的热点，探究性学习可以帮助数学教

师渗透学科核心素养，利用小组探究、课外探究实践等方式来促

进学生数学思维发育，把学科核心素养渗透在数学实验、小组合

作和课外拓展等环节，让学生掌握数学六大核心素养的运用。教

师可以利用探究性学习丰富学生课外数学学习方式，利用数学实

验、数学综合实践和信息化学习等方式来吸引学生，渗透数学思维、

计算能力、数学建模和逻辑推理训练，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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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数学课堂中探究性学习优化策略

（一）微课创设探究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教师可以运用微课创设探究性情境，运用趣味视频、启发性

情境来吸引学生，为探究性学习做好铺垫。例如教师在讲解三角

函数时，针对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来制作微课，运用微课展示

几何画板绘制这三种三角函数图像，动态化展示绘图过程，渗透

数形结合思维，从而激起学生探究三角函数图像的兴趣。几何画

板软件可以动态化展示三角形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变化过程，

这是手绘图像无法比拟的优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利用几何

画板绘制三角函数图像的方法，让学生自主提炼微课中的绘图方

法，让学生尽快掌握几种三角函数图形变化和取值规律。学生利

用几何画板软件来绘制 30°、45°、60°和 90°等特殊角度的三

角函数值，比对同一个角度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图像特点，找到

每一种图像的对称轴、最大值和最小值范围，利用这些图像来推

理函数周期性、应用领域和性质。有的学生则是跟随着微课来绘

制三角函数图像，分析这三种函数周期性的不同，分析角度变化

对函数值的影响，锐角、钝角对三角函数取值的影响，正弦函数

不同表达式求解思路等，并运用图像进行说明。微课启发了学生

对知识点的深度思考，一步步引导学生利用图像、表格和公式等

进行推理，引领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让学生适应这种新的数学

学习方式。

（二）合理设计小组探究活动，提升学生探究能力

教师要积极开展小组探究活动，把优等生和学困生放在同一

个小组，围绕单元教学重点来设计小组探究主题，让各个小组自

主设计探究方案，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和数学资源共享。例如教

师在教授解三角形时，可以设计如下分层小组探究任务：请你说

出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代表的几何和函数意义，是否可以运用向

量来表示正弦和余弦定理，如何推导正弦和余弦定理。各个小组

“各显神通”运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小组采用画

图法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答案，利用手绘加几何画板绘图的方法来

探究解题方法，例如优等生帮助学困生在直角三角形中研究正弦

和余弦定理，帮助他们运用勾股数来推理两个定理，让学困生真

正掌握余弦和正弦推导过程。有的小组则是结合三角函数来推导

正弦和余弦定理，裁剪一些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腰直角

三角形进行探究，探究如何在这些三角形中证明正弦和余弦定理，

让学困生结合勾股定理来熟记特殊角的正弦和余弦数值，让学困

生真正掌握这类题型解题方法。小组合作探究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自主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激励优等生扮演“小先生”，让他们

发挥所长帮助学困生和其他同学，全面提升高中生数学探究能力。

（三）精心设计数学问题链，培养学生探究思维

数学教师可以围绕教学重难点来设计问题链，利用环环相扣

的问题链来激发学生参与探究性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独立思

考、互动讨论和自主解题过程中收获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在教授

立体几何时，可以结合圆柱、圆锥、棱柱和棱锥等常见几何体来

设计问题，注意问题之间的前后连贯性和层层递进的关系，可以

设计如下问题链：每一种多面体的展开图是什么，如何实现平面

和三维立体图形的转化，你知道哪些常见辅助线，三角函数、向

量等知识是否适用于立体几何。这些问题可以引导学生一步步对

立体几何进行探究，例如学生探究了圆锥展开图，底面是一个圆形，

侧面展开是一个扇形，并且圆锥顶点垂直于底面，解题时根据这

一点来构建直角三角形，把复杂的几何问题转化为简单的三角函

数问题，快速求解出圆锥的高或者是底面圆的半径。有的学生尝

试了常见的添加垂直线、平行线和图形特殊点的延长线，辅助线

的目的在于把立体几何转化为常见图形，一般多是转化为三角形，

利用面与面之间的平行、垂直关系进行证明和计算，灵活运用数

形结合思维，提升自主探究学习效果。

（四）组织数学实验探究活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探究式学习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现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教师不

再是苦口婆心式讲解，而是引导学生在数学实践、小组合作和课

外综合实践中掌握数学知识，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例如教师

在教授完概率相关知识后，布置了课外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探

究概率在生活中运用和计算方式，由学生自主选择探究方向，制

定严密的探究方案，利用概率知识解释生活现象，给生活带来方

便。有的学生探究了生活中的体育彩票，研究了热门的排列三、

排列五和 25 选 7 等不同中奖方式，研究最近一起的中奖号码，并

分析其中的随机事件发生概率。有的学生研究了超市中的抽奖活

动，例如圆形转盘抽奖、盲盒抽球活动，分析不同中奖规则下每

一个奖项的中奖概率，例如在圆形转盘上，首先要分析每一种奖

项所占面积大小，面积大的中奖几率更高，摸球游戏则要分析不

同颜色球的数量、中奖颜色排列方式等，这样才能确定中奖概率。

有的学生则是探究了手机号码的秘密，随机给定手机号码其中的

9 位数，猜出正确手机号码的概率是多少等。数学实验探究活动

留给了学生自主发挥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数学水平

来选择探究方向，研究生活中蕴含的数学知识，真正激发学生数

学潜能，提升高中生数学综合素养。

四、结语

高中数学教师要紧跟新课改脚步，把探究性学习融入课堂，

为学生量身定制探究性学习方案，兼顾数学优等生和学困生需求，

运用学生喜爱的微课来创设探究情境，利用小组合作推动探究性

学习，让学困生积极参与到探究性数学学习中，精心设计数学实验，

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让探究性学习扎根高中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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