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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优化数学微课导入策略及案例

吴美洁  

（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钦州市第一中学，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伴随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数学微课作为辅助教学的有效工具，被广泛应用于数学教学。而在现有的微课教学当中，部分微

课的导入过程往往难以引起学生注意，无法做到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和欲”。有效的数学微课导入应该以新课标为依据，

创设合适而精彩的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探求数学的本质。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优化数学微课导入环

节的策略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优化数学微课导入的策略，以期能够为提效微课导入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学微课；导入策略；鱼渔欲

一、数学微课导入应遵循的策略

（一）原则上：突出“引导”，体现目的性

微课导入的目的是引起注意、营造状态、导入新课。微课导

入在原则上要突出引导、明确目标并指引目标，但不能偏离重点、

牵强冗长。教师在设计微课导入环节首先思考导入的目的和需要

达到的效果，然后呈现有意义的学习材料，引导学生进入新课的

学习。

（二）内容上：注重“起点”，体现相关性

微课导入在内容的选取上要注重两个起点，其一是新知的主

观生长点，其二是新知的客观生长点。主观生长点指学生的情感

意志起点、思维能力起点和知识经验起点。客观生长点指新知的

重点和难点。微课导入选取的内容与两个起点须有相关性，既考

虑到学生接受水平，又能衔接新旧知识。

（三）形式上：力求“新颖”，体现趣味性

哈尔莫斯说：“数学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微课导入在

形式的采用上应力求新颖，吸引学生注意，但也不可只重形式、

重导轻入、过分渲染和不分主次。微课导入方法有很多种，每种

方法都有其作用。教师需根据具体课题选取最为适宜且新颖的导

入方法，从而达到生疑、激趣、有情的微课导入艺术效果。

二、数学微课导入常用方法及案例探讨 

（一） 问题思考导入——质疑问难，引发冲突

问题思考导入，即创设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数学问题作为切入

点。波利亚指出，问题是数学的心脏。对“问什么”“怎么问”“问

多少”等思考，是进一步提升微课导入质量的关键之处。因此，

通过设置提问链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让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

寻求解决方案，才能进一步提升问题的有效性。

以高中《函数的概念》微课的导入为例。

原版 优化版

实录：

同学们，大家回想一下在初中的时候用什么来描述变量之

间的依赖关系？（停顿）对，是函数。在初中时，我们已经学

习了函数的概念。今天，我们再一次学习函数这个概念。首先，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实录：

同学们，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过函数的概念。了

解函数是描述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那么请你判断，y=1（x∈ R） 

是函数吗？ y=x和
2
x

y
x

= 这两个函数相等吗？（停顿）我们发现，

用初中学习的函数的概念知识难以判断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

就要更加深入地学习函数，用更高的观点来理解函数。也就是

用集合来刻画函数的概念。首先，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比较分析】两个案例都采用了问题的形式，但原版的导入

缺少方向性，只提出我们需要再次学习函数的概念，却没有涉及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定义函数的概念，问题的有效性不高。而优化

版中，利用初中、高中函数概念定义的联系与区别，引发学生认

知冲突，这种思维过程有利于在纵向数学化中抽象出新的函数数

学世界，从而理解函数概念的本质。

（二）故事分享导入——讲述故事，分享趣闻

故事分享导入，即通过故事来为教学内容做铺垫，进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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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学习气氛，吸引学生的注意，让学生从故事中产生学习欲望和

得到启发。因此，故事的选取与讲解做到与新知密切相关，教师

对数学知识进行挖掘，用体现知识本质的故事导入可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以《等差数列的前 n项和》微课的导入为例。

原版 优化版

实录：

高斯计算从 1 一直加到 100 的和，算法非常高明，大家回

忆他是怎样算的。（停顿）高斯算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发现这

100 个数可以分为 50 组，第一个数与最后一个数一组，第二个

数与倒数第二个数一组，第三个数与倒数第三个数一组，……，

每组数的和是相等的，都等于 101，50 个 101 就等于 5050 了。

采用高斯算法迅速准确得到了结果。我们希望求一般的等差数

列的和，高斯算法可以推广到一般的等差数列求和吗？

实录：

著名数学家高斯 10 岁的时候，他的数学老师提了这样一个

问题：1+2+3+…+98+99+100= ？当其他同学把 100 个数各项相

加时，高斯却快速算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个故事很多同学都听

说过，课本上也有相应的解法，相信你也能快速算出来。但是

有效学数学知识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下面，请你

思考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第二，

高斯是如何快速运算出来的 ? 第三，运用了什么方法？

【比较分析】两个案例都注重数学文化史的渗透，但在处理

方式上，优化版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原版的导入中，仅通过故事

枯燥地介绍其基本背景，对“授人以鱼”有了些许涉及，但优化

版不仅细致讲解了高斯的故事，更能通过问题不断进行启发，促

使学生在表层的故事中感悟到内在的数学道理，产生学习的欲望，

培养学生发现数学的意识，达到“授人以渔”和“授人以欲的目的。

（三）感知情境导入——情由境生，引发体验

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提出“数学现实”的数学教育理论，指出

教师的任务在于了解学生的数学现实，并由此出发组织教学。采

用情境导入方法，教师应结合学生的数学现实，选择与教学内容

紧密联系的情境。这样的情境导入才能与学生产生更大的共鸣，

教师才能从情境中抽象出教学内容或者突出数学本质。缺乏合理

性的情境，可能造成学生的认知负荷，不利于学生学习知识。

以《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微课的导入为例。

原版 优化版

【比较分析】两个案例都有意识告知学生为何学习直线与平

面平行的判定以及用生活中常见的实物直观感知抽象的问题。不

过，原版是由教师直接说明很难用定义判断直线与平面平行，而

优化版以生活中学生熟悉的例子入手，结合已知的定义，形象化

无限延长显示其局限性，学生的“数学现实”引发学习定理的必

要性，这种认知过程清晰的揭示了定义与定理的逻辑关系。建议

在引入时，适当加入实例，突显定义与定理的区别，优化知识结构，

增加学习的目的性。

导入环节是微课教学的重要一环，良好的微课导入能够吸

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求知欲望、明确学习目

标、促进思维活动，达到“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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