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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实践分析 
黄长根 

（广西隆安县第二中学  532703） 

摘要：数学在九年义务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承担着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独立解决问题等能力的重要职责。但对于

许多初中生而言，数学是一门十分令人头疼的科目，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发展的促进者，需要积极尝试各类教学法，帮助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问题导学近些年被广大数学教师积极运用于教学中的教学方法，许多学生从中受益，获得了进步。

笔者整理了部分自己在教学中的实践拙见，以供各位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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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问题导学法作为抛锚教学模式中的一种，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

探究，从而构建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数学课堂。为了能够帮助广

大教师能够更好地通过问题导学法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本文将

立足于当前初中数学的教学现状，从问题导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意

义出发，就基于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实践进行分析。 

一、设置的问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朱熹曾言“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循序渐进时基本教学

原则之一，教师必须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以及学生认知发展的顺序

进行教学，同样的，教师在运用问题导学法时必须遵循由浅至深，

由易到难的顺序，这样阶梯式的提问方式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

知识，使学生能够整合学习内容，形成一个较为严密的知识体系。

以如何判定全等三角形的教学为例，在导入教学时，教师可以先提

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让学生能够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或通过大致

的课时预习进行快速解答，如教师可以在 ppt 上展示一些颜色较为

鲜艳几何图形或生活场景，让学生从中找出完全一样的一组三角

形，让学生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学生解答后，教师对本课内容进行

系统讲解，使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判定全等三角形的方法，这个时候

教师则可以出一两道相关习题，帮助学生巩固和检验学习成果。教

师对习题进行评讲，并再补充一些做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

在课程快结束时，教师可以在学生现有的认知基础上，提出学生能

够“跳一跳，够个桃”的问题，如将题目图形复杂化，通过已知条

件寻找图形之间的全等关系。这样层层递进的提问模式，能够让学

生相对轻易地抓住重难点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更

为全面的认识[1]。 

二、结合生活情境教学法提出问题 

情境教学法与问题导学法都属于抛锚教学模式，该模式就是倾

向于引导学生主动将更多的耐心和精力投入到课堂中去。“双管齐

下”的应用教学，能够使课堂更加高效，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知识来源于生活，初中数学更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这些事物对于学生而言有一种自带的“亲切感”，因此，教师充分

结合生活情境提出问题，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主

动关注课堂学习。如在轴对称图形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

体，展示一些生活中轴对称图形让学生进行辨认，并提出问题“同

学们，除了白板上展示的内容，你们还能够从我们周围找到哪些轴

对称图形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教师开始，再到校园内、校园

周围等地，学生能够在回想的过程中反复思考轴对称图形的特征，

这不仅能够巩固学生的学科知识，还能够让学生对生活中的事物有

一个更为具体的认知。此外，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数学相关的知识，

但是却往往会被学生所忽略，所以，教师需要让学生能够有意识地

去观察生活，培养其将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能力。 

三、所提出的问题需要具有趣味性 

数学学习需要学生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这就使得数学学习对

于多数学生而言是一项十分枯燥且乏味的任务，但教师同时要明

白，总有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教师要准确把握学生发展的阶段特

征，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从学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主动去了解

当前初中学生所感兴趣的事物，再通过有趣的问题导学，不仅能够

有效解决数学本身内容枯燥的问题，还能够让学生感受数学的魅

力，从而爱上数学学习[2]。如在随机事件与概率相关知识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在正式开始教材内容前提出疑问“同学们，大家觉得今年

某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概率有多大？”学生们由此被激

发兴趣展开讨论，有些学生说“很大”，有些则言“不可能”教师

还可以请一两位学生来说说看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然后教师再

将学生的注意力由电影转向课时内容教学。提出的问题与趣味内容

相结合，这样的课堂导入提问，能够充分点燃学生上课的激情，促

使学生主动跟紧教师的教学节奏，进入接下来的学习。 

四、针对性地提出问题 

在问题导学法的应用中，问题本身的内容以及性质对最后的教

学效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一项，教师如果提出的问题内容相对宽

泛，就会导致一些学生虽然能够掌握知识，却不懂得进行举一反三、

灵活应用，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感到迷茫且无所适从。因此，教师

的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具有针对性，将问题内容具体化，这样才能

够有效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向。教师在正式上课之前，必须有一个清

晰的教学规划，这是针对性提问的前提，也是保证课堂有序性的基

础。教师可以通过微格课堂等方法，参考以往的教学情况，促进自

身教学水平的提高。如在图形旋转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明白这节

课对于学生而言所存在的难点，从细节处入手，对图形旋转的要素

以及一些特殊图形的旋转进行提问，引导学生对图形的旋转因素做

出准确地判断[3]。此外，教师需要要求学生对学习过的内容进行反

复记忆，使学生能够熟练并准确地掌握一些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方

式，帮助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更加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结束语 

综上所述，问题导学法在数学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教学模

式，合理的问题设置能够让学生主动思考，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去，

从而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做到熟练掌握、灵活运用。

此外，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学习

能力，对问题的提出方式以及问题本身的内容进行不断调整和改

进，使教学设计中的内容能够有一个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结构，以更

具针对性的问题导学法，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从根本上培养学生

的数学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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