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0 

教学实践 

初中数学高效课堂教学方法探讨 
◆张武松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中学校） 

 
摘要：数学学科因其知识的难度与复杂性成为了一项较难开展的教学工

作，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中，教师应当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在数学课

程教学中注重教学模式与手段的翻新，优化课堂结构，以提升整体课堂

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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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数学教学阶段教师要注重良好课堂教学氛围的营造，
引入具有实效性的教学模式与手段构建高效的课堂，加强对学生
多项能力的深入锻炼，并保证其充分的课程学习效果与体验。 

一、注重教学导入，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导入是教学开展的重要环节，而教学导入设计的好坏对

教学效果具有直接的影响，必将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教
师在设计教学导入时需要进行全面的思考，而教师要根据实际情
况设计相应的教学导入，比如多媒体导入，现阶段多媒体在教学
中的应用比较多，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多媒体的优势性得以
充分展现，将教学内容以直观的手段呈现，让抽象的教学内容具
有直观的印象，相较于传统教学方法更具实用价值。例如：教师
在进行“平行线”教学时，能够借助多媒体软件，播放与教学内
容相关的部分，如火车道、校园跑道等等，这样学生能够从生活
场景中获取平行线的相关内容。在播放完成之后，教师则需要引
导学生结合上述图片，从而理解平行线的概念，顺势导入新课。 

二、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初中数学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具有极大的困难，特别是针对

重点及难点问题，导致他们数学学习效率不断低下，而且教学的
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而青少年正处于好奇心及好胜心比较旺盛的
年纪，他们都具有不服输的精神，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中必须要
遵守这一规律，做到因势利导，按照教学实际需求，积极组织多
样化的教学活动。如教师可以开展数学竞赛活动，而在数学竞赛
活动中，学生为了获取更好的成绩，他们会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
学习方面，这样他们会积极开动脑筋，由此能够将学生的潜能得
以最大限度激发，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从教学实践情况分析，
主要开展以下活动：抢答题、解题比赛等等，借助丰富多彩的教
学活动，由此增加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例如：“平方数”教学时，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教师将学
生分成不同的小组，通过竞赛的方式予以有效抢答，通过这样的
形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教师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有
效的引导。教学巩固阶段，设计竞赛题，让学生保持兴奋状态，
巩固新知识，进一步促进初中数学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率 
初中数学教学阶段高效课堂的构建中，教师应当从宏观角度

考量现有的教学机制，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契合时代的要求积极
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展开教学探究。例如，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下的多媒体手段展开教学探究，为学生制作教学课件。教学课件
以其直观化的展现形式能够对教材中一些抽象化的教学内容进
行形象化展现，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并提升其学习效果。 

例如在七年级教材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这一课教学中，教
师可通过多媒体手段直观展现各种各样的坐标系，向学生进行讲
解，使学生形象化地了解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个物体
位置之间形成的坐标系关系。再比如九年级《投影与视图》这一
课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动态显示图向学生展示多个模型的三视图
图像，便于学生进行形象化理解与记忆。这种信息技术手段能够
补充学生的学习资源，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以提升其学习效率。 

四、开展互动探究模式，注重学生能力发展 
在初中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中，教师可开展互动探究的模式

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的锻炼，以这种方式给予学生良
好的课程体验，锻炼其数学思维并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
在学习七年级《统计调查》这一课时，依照本课内容教师可给学
生安排一些多元化的探究任务，让其在小组内部进行有效的分工
与协作，展开主动探究，从而强化知识点的吸收。 

比如可让学生调查“在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以及排球
中，七年级学生多运动项目喜爱情况”类似这种主题的统计调查
项目。在这样的任务探究中，小组成员会去往七年级的不同班级
进行情况的调查数据的记录。之后带回小组内部进行数据的规
整，合力制作统计图表。同时，教师引导小组成员在统计图表完
成后各抒己见，说明自己从统计图表中所获得的信息与认知，以
此强化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五、总结 
总的来说，初中数学高效课堂中教师教学方法的完善可以从

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互动探究模式的开展两方面而进行，有
效强化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并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保证其良好
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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