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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学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黄曰东 

（射阳县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224300） 

摘要：问题导学法就是以问题为载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同时实现学生参与到实际教学活动中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新课程
改革的背景下，对高中数学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学不仅仅是为了应对阶段性的考试，而是需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问题
分析和解题能力，由此就需要高中数学教师采取合理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解题能力进行培养，在教学中加入问题导入的教学方法，
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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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数学教学现状 
（一）传统教学方式 

受到应试教学的影响，在数学课堂上教师仍然按照传统的教学

模式，主要是讲解教材中的内容和对考试题目的讲解，虽然这样的

方式学生能够很快地学习到基本知识和内容，但是学生对于数学的

应用和转化却没有得到提高，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并且很多教

师着眼于短期效果，往往忽视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运用求异思维，

进一步导致模式的固化和思维的停滞不前。 

（二）不重视学生解题过程 

数学学习的效果通过解题表现出来，但是很多学生由于传统的

教学方式下，解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思想的僵局。在学生做题的时

候，教师更加注重学生在解题的时候是否将正确的答案解答出来，

没有注重学生解题的过程，对于学生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没有关

注。 

（三）课堂导入方式枯燥 

数学课堂相较于其他的学科等更加理性化，知识内容较为抽

象，需要学生在课堂上集中十分的精神，因此对于学生而言课程的

导入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教师在开始授课的时候，就是直接拿书开

始讲解，学生很难被教师的教学课堂所吸引，在数学课堂上走神得

较多。 

二、问题导入法在高中数学中的应用 
（一）情景化问题导入 

情景教学就是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创设问题情景，教学问题设计

成为学生的实际案例，有效的问题请教的导入可以提高数学的课堂

的质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数学课堂的参与度。因

此，教学的第一步教师应当有效的导入问题情境，让学生快速的投

入的数学课堂中。 

比如在探究：平面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的学习中。 

问题 1：教师可以让学生随便拿出两张纸，将其分别作为平面

a 和平面 b ，让学生在α平面上画上一条直线 a，其中 a aÌ 。

然后让学生在途中的平面 b 内画一条直线b 和 a 平行. 

问题 2：在纸上，把平行直线 ,a b 所确定的平面作出来，并且

表示为g . 

问题 3：在你所画的图中，平面g 和平面a 、b 是相交平面，

直线 ,a b 分别是 g 和a 、 b 的交线，并且它们是平行的.根据以

上的论述，你能得出什么结论？请把它用符号语言写在下面. 

问题 4：然后再用例外的纸上，任意再作一个平面与 ,a b 都

相交，得到的两条交线平行吗？和你上面得出的结论相符吗？你能

从理论上证明吗？ 

然后提出这节课的理论：两个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二）实践化问题导图 

问题导入法的本质就是让学生能够通过问题的复制，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问题、学习问题，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就

要学生通过实践化的模式导入问题，学生通过实践的模式，不仅能

够更好地更好地加入到数学的学习中，使得教师的在课程的学习中

更加轻松。同时教师在新课导入的时候，还可以让学生回忆之前课

程的内容，让学生既可以通过这节课学习新的内容又可以复习旧的

知识，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 

比如在，《正弦、余弦函数的性质》的学习中，教师讲解：之

前我们研究了正、余弦函数的周期性。与研究周期性的方法一样，

根据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图象及函数解析式，同样可以直观地看出

这两个函数的其他性质，如奇偶性、单调性、最大（小）值等，教

师进行提问，引入课程内容：请同学们观察正、余弦函数的图形，

说出函数图象有怎样的对称性？其特点是什么？ 

(1）余弦函数的图形 

当自变量取一对相反数时，函数 y 取同一值。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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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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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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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f(-
3
p

)=f(
3
p

)；…… 

由于 cos(－x)=cosx    ∴f(-x)= f(x). 

以上情况反映在图像上就是：如果点（x,y）是函数 y=cosx 的图

像上的任一点，那么，与它关于 y 轴的对称点（-x,y）也在函数 y=cosx

的图像上，所以我们说函数 y=cosx 是偶函数。 

(2）正弦函数的图形 

观察函数 y=sinx 的图像，当自变量取一对相反数时，它们对应

的函数值有什么关系？ 

这个事实反映在图像上，说明函数的图像有怎样的对称性呢？

函数的图像关于原点对称。也就是说，如果点（x,y）是函数 y=sinx

的图像上任一点，那么与它关于原点对称的点（-x,-y）也在函数

y=sinx 的图像上，所以说函数 y=sinx 是奇函数引导学生用诱导公式：

sin(-x)=-sinx、cos(-x)=cosx 进行证明。 

结语： 
总之，在数学课堂的学习中，问题导入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思考能力，让学生快速地加入课堂。问题的提出更是能够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更是要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教师要合理、充分地使用情景化、实践

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开始就进入到数学的学习中，从而更

好地启发学生，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诱发学生学习的动

机，更好的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的记住教师课堂上的信息，

以便于更好的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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