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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课程学习教学探究 
郑威 

（甘肃省岷县麻子川九年制学校） 

摘要：问题引导法就是在充分领会课标的前提下，结合学生实际，把每一节的教学内容通过一些切合教材内容实际，切合学生
生活实际，切合学校教学设备实际的一些问题提出，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四到六人为一个小组进行合作探究、总结、得出结
论，并选出有不同意见的小组在全班汇报。把收集起来的结论通过老师的点拨，同学们的讨论，甄别出正确的结论，学得新知识再
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在合作探究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习作练习必须要求小组成员独立思考，这时的合作是指对学困生的指导提
示，决不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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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在“数

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三个领域外新增
设了“综合与实践”领域。为学生提供了一种通过综合、实践
的过程去做数学、学数学、理解数学的平台,希冀借此发展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  

【结合实际提出问题】通过情景创设，在实验观察中已经
提出了“有线与圆有几个交点的问题？”当然，不同情况下直
线与圆交点个数是不同的，这样就引出了这一节课的中心问题，
即“直线与圆有哪几种位置关系？”下面请同学们按分好的小
组，用自己准备的教具，（如直尺、杯子盖等学生易找到的圆形
实物）效仿老师实验，带着问题进行合作探究。 

【合作探究消化问题】合作探究的过程是学生消化问题的
过程，是小组同学间团结协作的过程，也是培养同学们动手动
脑研究分析归纳问题能力的过程，这个程序是否顺利有效，建
设小组是关键。必须在熟知班级学生的前提下进行；必须与班
主任联系协调分组，同一小组必须是相近的座位。每个小组应
该有一个小组长，通过小组长组织管理小组的学生，联系实验
教师完成相关实验的准备工作，确定汇报探究成果的人。（汇报
探究成果的人在小组中应轮流进行，这样可以全方位的培养学
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小组间应当建立一种
以鼓励评价机制，激发学生认真学习，勤奋上进的优良品质，
同时通过评价机制的应用，还可以培养小组的团队意识，进而
培养班级的团队意识。合作探究小组是基础，问题是目标，老
师是导演，我们必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序、有目
的、高效的进行合作探究，这样不仅能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作
用，还能调动学生学习合作探究的积极性，达到合作探究的目
的。否则就只是一种形式，一种作秀，达不到打造高效课堂的
目的。小组合作探究的模式必须长期坚持，才能形成好的习惯，
取得好的效果。“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一节课合作探究的问题
是“位置关系有哪几种？”要求学生能根据老师演示加小组实
验探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汇报讨论小结问题】汇报讨论小结问题的过程是收集信
息，归纳问题的过程，也是筛选甄别结论的过程。小组在汇报
结论时，需选有不同观点的小组汇报即可。汇报时老师可以任
意选一组在全班公布合作探究的结论，并记录。 

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动手操作、观察分析、计算比较、小
组讨论、合作学习等实际操作，初步形成每个问题的结论。教

师巡视，适情况参与各小组探究活动并给予指导。 
教师组织学生将自己或小组的解题的结果、求解过程的说

明等介绍给大家，与同学们一起分享成果或收获。在汇报过程
中，鼓励其他小组或同学要勇于质疑，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见
解。教师根据各小组的表现进行评价。 

首先，教师要根据学生综合能力的差异搭配分组，做好小
组长的培训，指导各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其次，告诉学生
做什么、为什么做、怎样做、多长时间完成、可能会遇到的困
难以及解决办法等。最后，教师要关注各小组课外活动的进展
情况，汇报材料的准备情况，并进行必要的帮助和指导，确保
能在课堂上顺利地进行汇报。 

教师组织各小组在课堂上汇报研究结果，汇报可以通过文
章、报告、ppt 课件、实物等多种形式展示活动成果以及活动过
程中的感受。在汇报中，教师不仅要适时地点拨和评价，还要
注意调控他各组成员认真倾听，及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或发表
个见解，力争在交流争辩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课后，各组根据其他小组的课内汇报情况，及时反思本组
的活动过程、研究成果以及课堂汇报中的收获与不足，汲取他
人精华，修改完善自己小组的课题报告。同时，根据需要布置
一些具有开放性、探索性、实践性的问题作为课后作业，在巩
固中提高认识，在反思中提升能力。 

布置课后任务：1.网上搜集利用平移、旋转和轴对称变换形
成的图案，写出组合图案的变换过程，存成 word 文档形式，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到老师的邮箱。集思广义，各小组合作为班级
的板报设计一条花边。 

实践表明，课前学生活动，课堂汇报交流的学习形式，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研究，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思考与实践的时间，
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探索与合作的空间，给学生提供了汇报、
展示与交流的机会，对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善于
思考、勇于实践等重要的学习方式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实践发现，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容易操作，每次活动后都
能够正常组织。学生之间的互评，有时渗透在教学过程的各个
环节，教师有意识的引导其他同学对汇报或发言同学进行口头
评价；有时开展各小组内部互评；有时则组织各小组长及学生
代表若干对每一个同学进行评价。最终，以学期或学年为单位，
根据每次活动的等级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对表现优异的小组
或个人进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