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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在高中数学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许媛媛

长治学院　山西省长治市　 046000

摘　要：于高中数学教育那片广袤无垠的知识苍穹中，探究式学习仿若一颗璀璨夺目的新星，散发着独树一帜的迷人光辉。

它果敢地冲破传统教学那刻板僵硬的重重束缚，坚定地以学生为核心，引领着他们如勇敢的探索者般，主动踏入数学的神

秘国度，去探寻那隐匿于深处的无尽奥秘。本文如一位细腻的观察者，深度剖析探究式学习在高中数学教育里的实践路径，

从理论的深邃维度阐释其核心要义与教育价值，凭借丰富且鲜活生动的教学实例，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在点燃学生学习热忱、

提升数学思维等方面所取得的斐然成效，并匠心独运地提出一系列紧密贴合高中数学教学实际的创新策略，志在为高中数

学教学注入澎湃新活力，全力助推学生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全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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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恰似学生数学学习漫漫长路上的关键驿站，

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却如同老旧的航船，在时代的

浪潮中，渐渐难以承载学生日益高涨的求知渴望。探究式学

习如同一股清新强劲的海风，顺势扑面而来。它热情地鼓励

学生仿若专业的数学家一般，以敏锐的思维去思考，在探索

的征程中主动发现问题、攻克难题，促使数学学习从往昔被

动的知识接纳，华丽转身为主动出击的知识追寻。这种学习

方式绝非偶然降临，而是精准地顺应了教育发展的滚滚潮

流，完美契合了学生认知发展的内在规律。它宛如为学生搭

建起一座广阔无垠的舞台，让他们能够在数学的奇妙世界

中，如同矫健的飞鸟，自由舒展羽翼，开启一段满溢惊喜与

挑战的探索奇幻之旅。

一、探究式学习的内涵与特点

（一）内涵：主动探索与知识建构

探究式学习的内涵，恰似一颗熠熠生辉、散发着迷人

光芒的璀璨明珠，其核心聚焦于学生满怀热忱与勇气，主动

投身于知识探索的漫漫且充满未知的征途。在这一波澜壮阔

的征程中，学生仿若坚毅的拓荒者，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努力，

实现知识的自主构建。它与传统教学中知识单向传输、学生

被动接纳的陈旧模式大相径庭，着重突出学生在学习进程中

的主体地位，将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创造

者。在高中数学那广袤无垠、深邃神秘的学习天地里，学生

不再仅仅是安静聆听教师滔滔不绝讲解的旁观者，而是摇身

一变，成为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的知识探索者。他们以敏锐

的观察力去勇敢地发现问题，以丰富的想象力大胆地提出假

设，凭借坚韧的毅力广泛地收集各类相关资料，运用严谨的

思维逻辑去严谨地验证假设，经过不懈努力，直至最终得出

科学合理的结论。这一过程，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学

生在探索中不断突破自我，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逐渐

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学习者，为自己的知

识宝库添砖加瓦，铸就坚实的知识大厦。

（二）特点：自主性、探究性与开放性

探究式学习宛如一位风姿绰约、个性鲜明的舞者，在

教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展现出自主性、探究性与开放性这

三大独特且迷人的魅力。其自主性特点，仿若赋予学生一把

开启学习自由之门的钥匙，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极大的自

主决策权。学生能够依据自身独特的兴趣爱好与实际能力，

自由自主地抉择探究方向，就像在知识的迷宫中选择属于自

己的探索路径；自主挑选探究方法，如同从众多工具中挑选

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把；自主把控探究进度，精准掌控学习节

奏，不疾不徐，稳步前行。探究性则如同一股强大的动力源

泉，驱使学生对数学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不满足于表面的肤

浅认知，而是执着地追求知识的本质与内在联系。开放性更

是让探究式学习挣脱了传统教学的重重束缚，突破教材与课

堂的狭小空间限制，让学生能够在广阔的知识天地中自由翱

翔，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去探索数学的奥秘，答案不再唯

一，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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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式学习的理论基石与教育价值

（一）理论基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宛如一座在知识海洋中屹立不倒、

熠熠生辉的稳固灯塔，为探究式学习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指

引着正确的方向。该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绝非是对知识简

单机械、被动消极的接纳过程，而恰似在自身已有经验这片

肥沃土壤之上，精心构建一座宏伟知识大厦的艰辛历程。探

究式学习正是牢牢以这一理论为坚实稳固的基石，热情洋溢

地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多元且富有活力的方

式，对数学问题展开深度且全面的研究。在高中数学教学的

实践领域，学生基于已有的数学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面对

新的数学问题，就像在已有建筑的基础上添砖加瓦，通过不

断地探索与思考，逐步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二）教育价值：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探究式学习在高中数学教育中，宛如一座蕴藏着无尽

宝藏、等待学生去挖掘的神秘矿山，具有难以估量、影响深

远的教育价值，它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在探究的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征途中，学生需要运

用逻辑思维这把锐利无比的武器，深入剖析问题的本质。当

面对诸如证明“立体几何中的线面垂直关系”这类问题时，

学生以已知条件作为坚实可靠的起点，如同沿着一条既定路

线开启探索之旅，通过严密有序、环环相扣的推理，巧妙灵

活地运用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推导

得出最终结论。这一过程，犹如一场思维的马拉松，极大地

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使其思维在不断地磨砺中愈发

严谨、缜密，为学生未来在数学领域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与

发展，奠定坚实的思维基础，助力学生成长为具有综合素养

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三、探究式学习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创设探究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在高中数学教学的舞台上，创设富有吸引力的探究情

境，宛如点燃了一把热情的火炬，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例如，在讲解“等比数列”时，教师可巧妙引入古

印度国王与国际象棋发明者的传奇故事。传说中，国王要对

国际象棋发明者予以丰厚奖励，发明者提出一个看似质朴简

单的要求：在棋盘的第一格放置 1 粒麦子，第二格放置 2 粒，

第三格放置 4 粒，依此类推，每一格的麦粒数皆是前一格的

2 倍，直至第 64 格。教师以充满悬念的口吻引导学生思考：

国王是否真的能够满足发明者的这一要求？这个神秘的故

事，如同一块磁石，瞬间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引发了他们

浓厚的兴趣。学生们迫不及待地纷纷开始计算每一格的麦粒

数，在计算的过程中，他们惊喜地逐渐发现麦粒数构成了一

个等比数列。此时，教师适时如同一位智慧的引路人，引出

等比数列的概念和通项公式。学生们怀揣着对故事最终结果

的好奇与期待，满怀热情地积极主动投入到等比数列知识的

探究中，学习兴趣被彻底点燃，对知识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仿佛在知识的花园中，尽情绽放出求知的花朵 [1]。

（一）借助信息技术，拓展探究空间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恰似为高中数学探究式学习铺

就一条通往知识新大陆的奇幻通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

契机。教师宛如智慧的领航者，能够巧妙驾驭数学软件这一

得力工具，为学生开拓出一片广阔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探究天

地。以“圆锥曲线”的学习为例，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几何画板，

如同开启一场魔法绘图之旅。学生们亲手绘制椭圆、双曲线、

抛物线的图像，每一次点击鼠标、每一次调整参数，都像是

在探索神秘的数学花园。在探究椭圆时，当学生轻轻滑动长

半轴 a 和短半轴 b 的参数条，便能直观地看到椭圆从圆润逐

渐变得扁长，或是从狭长变得更为饱满，清晰洞察椭圆扁圆

程度的显著变化，进而深刻领悟椭圆性质背后的奥秘。不仅

如此，学生们还能通过改变离心率数值，观察椭圆、双曲线、

抛物线之间的奇妙转化，探索焦点位置对曲线形状的关键影

响。这种借助信息技术的探究方式，如同赋予学生一把万能

钥匙，将抽象晦涩、宛如天书的圆锥曲线知识，转化为直观

可感、生动有趣的视觉盛宴，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探究边界，

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让他们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中，扬起

创新的风帆，勇敢驶向未知的深邃领域，探索数学世界的奇

妙宝藏 [2]。

（二）开展数学建模活动，提升应用能力

数学建模活动，宛如一座稳固且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桥

梁，横跨在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之间，是将二者紧密融合的

绝佳方式。教师精心策划，组织学生开展如“校园最佳停车

方案设计”这般贴近生活的数学建模活动。活动伊始，学生

们运用几何知识，像严谨的建筑师一般，精准确定停车位的

形状和大小，考量不同车型的尺寸需求，设计出最合理的车

位布局。接着，利用统计知识，化身数据分析师，深入调查

不同时间段的车辆流量，从早高峰到课间休息，再到晚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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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录车辆进出校园的时间和数量。随后，通过优化算法，

如同经验丰富的交通规划师，反复权衡、巧妙运算，找到最

佳停车布局，力求在有限的校园空间内，实现停车效率的最

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从校园停车这一现实问题出发，

巧妙地将其抽象为数学模型，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全力以赴求

解模型，再将结果应用到校园实际场景中进行检验和优化。

通过这样的数学建模活动，学生们不仅显著提升了数学应用

能力，更深刻认识到数学学习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培养了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生活的大舞台上，用数学的智慧书

写出精彩绝伦的篇章，将数学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

力武器 [3]。

（三）组织探究性作业，延伸课堂学习

布置探究性作业，宛如为学生打开一扇通往课后知识

宝库的神秘大门，能够自然而然地将课堂学习延展到课后，

让学生对数学的探究热情持续燃烧。例如，在学习“概率”

之后，教师布置作业：调查学校周边彩票销售点的彩票中奖

情况，分析不同彩票中奖概率，并探讨购买彩票的风险与收

益。学生们接到任务后，如同专业的社会调查员，自主设计

调查方案，规划调查路线，确定调查对象。他们走进彩票销

售点，礼貌地与工作人员交流，收集各类彩票的中奖规则、

销售数据等信息。运用概率知识，仔细计算不同彩票的中奖

概率，深入分析购买彩票的风险与收益关系。在完成作业过

程中，学生们不仅深入理解了概率的概念和应用，更学会用

数学的敏锐视角看待生活中的随机现象，无论是街头抽奖活

动，还是游戏中的概率事件，都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理性分

析。而且，这种探究性作业打破了传统作业的狭隘框架，培

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让学生在课后也能如

同勇敢无畏的探险家，在数学的海洋中尽情遨游，不断挖掘

知识的宝藏，拓展数学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4]。

（四）实施分层探究，满足个体差异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其学习能力和基础参

差不齐，实施分层探究，恰似为不同的学生精心定制专属的

个性化学习路径，能够精准契合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在“数

列求和”教学中，教师匠心独运，设计分层探究任务。对于

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安排他们探究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

基本求和公式推导过程。学生们从最简单的数列入手，通过

对具体数列的详细计算，如 1，2，3，4，···（等差数列）

和 2，4，8，16，···（等比数列），一步一步地推导求

和公式，深入理解求和原理，感受数学推导的严谨之美。对

于基础较为扎实的学生，则引导他们挑战一些特殊数列，如

an=n(n+1) 这种既非等差也非等比数列的求和方法。学生们

大胆尝试，运用裂项相消法，将数列通项拆分成两项之差，

巧妙化简求和；或是采用错位相减法，通过巧妙构造式子

相减，求出数列的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能在自

身能力的舒适区内，踏上富有意义的探索之旅，收获满满

的成就感，有力地促进全体学生在数学学习上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如同在知识的花园中，每一朵花都能汲取到适

合自己的养分，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实现数学学

习的全面提升 [5]。

结语

探究式学习在高中数学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宛如为

数学教学开辟出一条充满蓬勃活力与无限创新的光明大道。

通过深入透彻地理解其理论基石与教育价值，积极主动地将

其应用于教学实践，并持续不断地创新策略，我们为学生精

心营造了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学习乐园。让学生在探究的

过程中，真切感受到数学的独特魅力，在探索的征程中，稳

步提升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在未来的教育漫漫征途中，持

续深耕探究式学习与高中数学教学的深度融合，必将为培育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贡献磅礴力量，让数

学教育在探究的汹涌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引领学生勇攀知识的新高峰，开启知识探索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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