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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PM 视角下高中数学问题情境创设的策略
王菁菁 汤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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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相结合的视角（即 HPM）进行教学研究，这一方法越来越得到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关

注。本文针对如何利用数学史创设问题情境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并举例说明，以期望更好地服务于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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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数学问题离不开具体的数学情境，随着高中数学新课程

标准（2017 版）的颁布，教师更加意识到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和数学问题情境的联系。通过林嗣燕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大

多数数学教师有创设问题情境的意识，但教学中有时创设的

问题情境是无意义的，归根结底就是缺乏具体的策略和方法

[1]。

问题情境的创设一方面要符合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

程，不能为了情境而情境，不提倡“假情境”教学。另一方

面，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非一成不变的，学生学习知识是建

立在自己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而成的[2]，教学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由历史发生原理可知，从数学史

的角度创设问题情境更能够注重知识间的关联性，使学生容

易接受，并且教学过程具有趣味性。基于以上几个方面，本

文从数学史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数学课型提出了以下几种教

学策略。

2 定理教学课中创设，激发学生兴趣

数学定理教学是指数学公理、定理、法则、公式等内容

的教学，是数学的基础知识之一。定理教学具有较强的逻辑

性，容易导致学生难以理解，因此新课引入时创设的问题情

境十分重要，教师在创设情境时，要有教材的整体观念，善

于挖掘教材中有利学生理解的数学史，让学生充分了解数学

文化，从中产生获取真知的欲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不是枯燥无味的，处处充满着趣味性。

例 1：正弦定理

正弦定理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拥有丰富的历史背

景。在新课引入部分，教师可展示一组月食的图片，在学生

欣赏图片，感受美的同时追问有谁知道月亮和地球的距离，

如何计算得出呢，并简要介绍法国两位天文学家测量方法。

如图 1，A为柏林，C 为好望角，A点和C 点分别位于同一

子午线，B为月球上一点，在当时现有条件下，可以测量 AC

的距离， CA  和 ，如何求得 BCAB和 的距离？（如图 1）

他们借助了一个神奇的工具，便是本节课所要学习的正弦定

理。

在证明正弦定理后，教师会创设如下问题情境：在正弦

定理中， A
a

sin ， B
b

sin ， C
c

sin 这三个比值都相等，设为 k，

k有什么几何意义。教师作出三角形的外接圆（如图 2），

由同学们观察得到 Rk 2 ，其中 R为三角形外接圆的半径，

显然这样创设情境有点牵强，学生如何想到要作三角形的外

接圆。因此基于数学史可创设这样的问题情境：在数学的发

展史中，印度数学家阿里亚哈塔首次提出了正弦的概念，正

弦与“弦”有关吗？我们在哪里学过弦这个概念？二者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此时同学们就会将三角形和圆结合在一起，

得出 Rk 2 ，还可以在外接圆中对正弦定理进行证明[3]。

这种情境的创设不仅符合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也能容

易让学生接受，意识到数学之间的知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圆可作为解决数学问题的一个工具，体会数学定理的式与形

的美。

图 1 图 2

3 探究课中创设，拓展学生的思维

数学与思维密不可分，思维与探究学习密不可分，如同

一家人，苏联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曾说过：“数学教

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数学的学习是内隐的理性思维

过程，即使数学知识在后面学习过程中会遗忘，但其中所涉

及的数学思想方法将会伴随人的一生。教师应多开展探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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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将课堂的主体性还给学生，立足于学生思维困惑点，

从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创设问题情境，提高学生的数学

思维品质，丰富了课堂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 2：对数与指数函数的关系

指数与对数是人教版数学必修一的重要内容之一，里面

蕴含了丰富的数学文化。16世纪欧洲人热衷于航海，但航海

面临着大数据的运算，这该如何化简计算呢？数学家纳皮尔

发表了一篇名为《奇妙的对数定律说明书》，书中提到的“对

数表”具有简化运算的功能。教师便可创设如下问题情境，

由学生通过对问题的逐个解答，从而了解对数与指数的关

系。

问题 1：通过纳皮尔的对数表（表 1），你观察到了什

么？这对于化简大数有什么收获？

问题 2：你能利用你发现的规律计算以下几个算式吗？

1024×4096，8192÷256， 5128

问题 3：我们发现大数的运算可以简化成指数式的运算，

思考下能否计算 361×365 呢？

表 1

教师在上面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将

发现的这种方法进行推广，不局限于以 2 为底，从而引导学

生得出对数的概念。

从数学史的角度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对相应课题进

行探究，在师生和生生的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使得

教学内容的引入富有深度，更加自然。在探究课中由学生主

导，鼓励学生出声学习，符合新课程的标准。

4 概念课中创设，促进学生人格发展

数学概念是指人类对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概括的反

应，在数学知识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学概念往往

具有两重性，形式化极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忽略数学

概念的形成过程，将完美的结论呈现给学生。学生不仅难以

理解和掌握相应的数学知识，而且容易怀疑自我，缺乏对数

学的信心与兴趣。

反观数学的历史，我们可知数学上的任何命题、概念、

定义等，哪个没有被怀疑过？了解数学的历史，在数学概念

课中，从数学史的角度创设相应问题情境，有利于教师树立

正确教学观，还能够促进学生品格的发展。

例 3：虚数

虚数是数学教学中重要的概念，是在数系扩充的基础上

得到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通过 012 x 进行引入[4]，

学生往往很难理解，也不明白该方程有何实际意义。教师可

创设如下问题情境：莱布尼茨是一名著名数学家，曾经遇到

这样一道题目让他十分困惑，便给惠根斯写信问自己是不是

做错了，该题是这样的：已知 0y0,x ＞＞ ， 2,2y22  xyx
请问 y和x 分别等于多少？二者的和为多少？你能帮他算算

吗？

由题意可知   xyyxyx 2222  ， 2,2y22  xyx

代入可知： 6y x
，又

y
x 2
由 ， 2y22 x

21 2
2  y
y

可得 042 24  yy化简可得 ，即   31 22 y

所以， 31, y所以 同理 31 x

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经验可知， y和x 无解，无解的两个

数之和不可能为一个实数，那问题出现在哪？这也就是我们

本节课所学内容。

教师也可对莱布尼茨做适当的介绍，当学生发现伟大的

数学家与自己也有相同的困惑时，不仅对如何处理困惑感兴

趣，而且更能获得情感共鸣，增强自信心[5]。教师了解数学

的历史，便能够更好地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就连数学

家欧拉都犯了十分低级的错误—— 244-1-  ，因此

学生犯错是情有可原的，并非因为不够聪明、思维差，从而

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学观。

5 练习课中创设，促进理解

数学的学习离不开练习，练习课也是数学教学中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但学生在解答问题时，会出现这样一个误区：

总以为该题目是凭空编制的，学习数学便是为了解题而解

题，对数学解题练习充满不解和排斥。在从历史的画卷中，

处处充满了练习题，我们可以从中深刻感受古人的智慧，尤

其是其中的数学名题，内容非常丰富有趣，极具启发性，基

于这些名题创设问题情境，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

解。

对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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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等差数列

古老的数学知识较多存于泥板和纸草书，是重要的教学

资源。教师讲了等差数列有关概念和性质后，可以创设如下

情境：

有十个人要分十斗麦子，从第二个人开始，后面一个人

比前一个人少 8
1
斗，请问每人分别可以分多少小麦？如何转

化成数字语言？已知什么？需要求什么？

用数学语言表达便是：已知 10n ，
8
1

d ， 10nS ，

分别求 10321 ,,,, aaaa 
，因为

 dnnnaSn 2
1

1


 ，代入数据

便可知 16
25

1 a ， 16
23

12  daa ，由  dnaan 11  类推

便可求 1043 ,,, aaa 
。

还可创设如下情境：隶莫弗在去世前得了嗜睡症，说自

己每天比前一天多睡十五分钟，等睡够 24小时，便走完了

人生最后的旅程，假设隶莫弗当年 9 月 24 日患病，当时一

天睡 8 小时，请问他去世于哪一天？

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表达：每天比前一天多睡十五分钟

为公差 d，换成统一单位 4
1

d ，一天睡八小时则首项

81 a ，睡够 24小时可以表示为 24na ，利用等差数列通

项公式 dnaan )1(1  ，可知 65n ，所以从 9 月 24 日往

后计算 65天为 11 月 27 日。

在练习课中，从历史的角度创设问题情境，丰富了课堂

教学，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数学练习课总是枯燥乏味的刻板影响，为学习注入了活

力。对学生而言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经验，加深了对数学的理

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学生的数学观。

6 注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为了创设而创设情境，情境的创

设要符合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切不可喧宾夺主，为了

追求课堂的热闹而忽略数学学习的本质，其本质为注重思维

的深度思考，毕竟数学课与语文或英语课不一样，更加注重

的是头脑知识的内化过程。

另外，教师从数学史的角度创设情境时，要对数学史的

知识进行选择甚至重组，不可将数学史全照搬过来，一定要

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不是选

择一些过于容易或者过于难的知识。问题情境的创设应该注

重问题性，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提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

的情境才有意义。

总之，问题情境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模块，直接关系教

学成效，若仅仅从书本上进行问题呈现，学生得到的是失去

活力的数学，不利于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在课堂中，从数

学史出发进行提问，呈现的便是天然的、有活力的数学，不

仅可以激发学生兴趣，还能促进知识理解，锻炼学生的数学

思维。本文虽然仅从问题情境创设进行研究，但随着对数学

史研究的深入，数学史融入教学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教师在

不同课型进行教学时，要注重选取合适的素材，要有针对性

和合理性，不可忽略学生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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