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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泽　刘荷叶

（蒙自市第四中学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　要】在当下的教育环境当中，越来越重视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教学过程当中更是重视学生对于所学内容的深层次思考，而不只是单纯地将知识强行塞到学生脑海中去，探究式教学模式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并引起了高中数学教师的广泛关注，探究式教学模式不仅改掉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窠臼，同时还在各个方

面做出大胆的创新，引导教育事业的改革进程，为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下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高中数学

教学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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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是学生学习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起

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不仅要承接初中阶段的学习内容，还

要为大学阶段的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对于高中数

学来说，相比较于其他学科要更加艰辛、更加难以理解，学生

要想学好高中数学，就必须要付出百分之三百的努力，并且高

中数学更加注重学生对于公式定理的灵活运用，而其他学科则

更加注重学生对于课内知识点的记忆。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死

板的重复式教学并不适合高中数学的教学需求，探究式教学模

式的出现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提高学生对于高中数学知

识的灵活运用程度。

1 传统高中数学教学活动中的不足之处

1.1 应试教育理念渗透，教学活动僵化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会对学生进行单方面、高强度的

知识灌输行为，直接导致教学活动僵化，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

参与感和互动度严重不足，沉闷的教学环境，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阻碍了学生探索欲望的形成，更为

严重的是，教师简单直接的知识灌输行为，导致学生不需要对

所学知识进行批判性思考，只需要被动地接受就可以了，使得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不足，只是知识内容的“承载者”，

而非知识内容的“使用者”[1]。

1.2 数学理论和生活实际相脱节，学生缺乏实际运用能力

一切学科的基础，都是对日常生活中客观规律的总结，即

便是数学这一由数字和图形组合起来的学科也不例外，起源于

日常生活中，学生学习数学的核心目的之一，也是要利用数学

工具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过分注重

数学理论的阐述与讲解，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较为微弱，导致学

生虽然能够在考试中获得较高分数，但也仅此而已，学生无法

将数学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无法将数学知识转化为

自身能力，更不能够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2 优化高中数学探究式教学的有效措施

2.1 尊重学生教学主体地位，教师承担“引导”职能

所谓探究式教学，就是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留给学

生足够的自由思考空间，教师的职能也将实现由“掌控”向“引

导”的转变，教师只需要给出一个“引导”就可以了，然后让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自主发现数学知识中的奥妙之处。同时，

学生受限于知识素养，一个人钻研很容易陷入误区而不自知，

反而容易在错误的学习道路上渐行渐远。故而，针对于这一状况，

教师应当开展合作学习小组模式，让学生分小组进行交流探索，

集合小组内成员的力量，相互扶持，共同探索，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且学习交流的过程，也是思维不断碰撞的

过程，小组内成员的思维可以形成互补，使得学生对知识内容

的认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 [2]。

同时，在探究式教学开展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合作学习小

组的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学生缺乏学习交流热情。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教师可以选择小组内学

习交流最积极的学生担任小组长，以此来发挥榜样带头作用，

号召学生向其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设立最佳学习合

作小组的方式，激发学习合作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和对抗意识，

在班级内树立良性竞争风气，并在外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激

发小组成员的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提高学习合作小组的内部

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个别组员不想参与到学习交流

活动中去，也会受到内心责任意识的驱动，并且其他组员也会

对其进行劝说引导，帮助其走上正确的学习道路 [3]。

2.2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深入探索知识的现实运用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将理论知识和现实实践相结合，

在日常案例中凸显公式定理，加强学生的知识转化力，让学生

真正实现数学能力的根本性提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教师可

以先给出一个生活案例，让学生分小组讨论，总结出案例中所

隐藏的数学知识，然后让每一个小组选出一个代表上台发言，

将小组内的讨论成果讲出来，然后在听取其他小组发言的基础

上，再次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教师进行整体性回顾。在此之后，

让学生根据已经的公式定理，分小组交流出数种现实运用案例，

从而实现深入探索知识现实运用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多媒体课堂中独特的

视频表达方式，具有更加强烈的感染力，以此为基础能够创设

更加优秀的教学情境，并且学生生活范围有限，对于部分生活

案例的了解程度不足，仅仅依靠教师的口述，学生对知识的现

实应用方式认知不够清晰，只有借助于多媒体，才能够形成更

加深刻的感悟。并且，依托于互联网本身庞大的教育资源，教

师可以从中寻找到更加新颖的知识运用形式，并将其添加到教

学内容中去 [4]。

结语

总的来说，在高中阶段，学生大多处于青春期，刚刚摆脱

少年时的懵懂无知，正处于对于万事万物都十分好奇的一个阶

段，也是学生各项能力提升最为迅猛的一个阶段，是学生发展

提高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却只重视学生对于

知识内容的记忆程度，而不关心学生对于知识内容的思考深度，

直接导致学生可能学会了很多知识，但是个人能力却没有实质

性的提高，白白浪费了学生能力提高的黄金时期。而在探究式

教学模式当中，可以让学生专注于对知识内容的深度思考，使

得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锻炼，

让学生在对于知识内容掌握更加透彻的同时，完成学生个人能

力的飞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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