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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学概念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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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概念是数学血肉的细胞，数学思想是数学机体的灵魂。一个
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人，即使穿上华丽的外衣，呈现跳动的节奏，也
只是僵尸；同样，没有数学概念做血肉，没有数学思想作灵魂，即使给
解题穿上华丽的外衣，即使让解题跳动技巧的节奏，也只是僵尸数学。
概念教学是中学数学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教学的核心，学好概念是学好数学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在现今的数
学概念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重解题、轻概念，忽视了学生对数学概念
的理解，造成学生解题和概念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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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门学科的学习都会有学生问：“老师，我怎样才能学
好这个科目？”而老师的回答往往也比较统一：“课前预习，课
中认真听讲，课后做题巩固，不懂的问老师同学。”但有的同学
还会追问：“老师，这些我自问都做到了，为什么我的成绩还是
不那么理想呢？”从教师的日常问答中，我个人的见解是：一些
学生之所以觉得学习数学很困难，概念不清往往是最直接的原
因，这样就不能熟练地对数学概念进行理解、应用和转化等。因
此，抓好概念教学对提高普通中学数学教学质量具有根本性的意
义。但是，在现今的数学概念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重解题、轻
概念，忽视了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造成学生解题和概念脱节。
那如何搞好新课程下数学概念的教学呢？ 

一、注重对概念的引出 
数学概念的引出是数学概念教学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十分重

要的环节。在概念教学中，要使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引人这个概
念？没有这个概念行不行？这个概念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只有让学生明确了这个概念引人的目的，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那如何引出概念呢？ 

1、创设数学实际生活情境引出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讲清它们的来源与

实物作比较，这样学生既不会感到抽象，而且容易形成生动活泼
的学习氛围。例如：讲异面直线概念时，先让学生观察教室或生
活中的各种实例，再看异面直线的模型，抽象出其本质特征，概
括出异面直线的定义，并画出直观图。即沿着实例、模型、图形
直至想象的顺序抽象成正确的概念。首先从对实物的感受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再由抽象的特征浓缩成数学概念，学生容易接受。 

2、创设故事情境引出数学概念 
学生往往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感兴趣，这恰恰是增添数学

教学活力的切入点。如讲数列这一概念时，教师通过讲印度国王
奖励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这门新
的数学分支。 

3、创设实验情境引出数学概念 
心理学家认为，学生自己动手实验，能够在脑海中留下更深

刻的印象，因此，在讲解新概念时，教师可改变自己讲学生听的
传统做法，引导学生动手做实验，从实验中抽象出数学概念。如
在椭圆概念的教学时，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取一条定长的细绳，
把它两端拉开一段距离，分别固定在图板的两点处，套上铅笔，
拉紧绳子，移动笔尖，画出的轨迹是什么曲线？学生通过动手实
践，观察所画出来的图形，归纳总结出椭圆的定义。 

4、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引出概念 
数学概念往往是“抽象之上的概念”，先前的概念往往是后

续概念的基础，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与相关的

经验引人概念。比如等比数列，可以与数列、等差数列、比例、

指数函数等内容联系起来，沟通等比数列与这些知识的联系。可

以类比等差数列那样，研究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求和公式、等

比中项等，还可以揭示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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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qa  是自变量为正整数的指数函数。 

二、重视概念的形成过程 
什么是概念形成：从具体的实例出发，从学生的实际经验的

肯定例证中，以归纳的方法概括出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获
得概念的方式，叫做概念形成。引入概念，仅是概念教学的第一

步，要使学生获得概念，还必须引导学生准确地理解概念，明确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正确表述概念的本质属性。为此，教学中可
采用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法。 

1、对比与类比 
对比概念，可以找出概念间的差异，类比概念，可以发现概念

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学习“等比数列”概念时，可以与“等
差数列”概念进行对比与类比，去比较发现两者的异同点。用对比
或类比讲述新概念，一定要突出新、旧概念的差异，明确新概念的
内涵，防止旧概念对学习新概念产生的负迁移作用的影响。 

2、恰当运用反例。 
概念教学中，除了从正面去揭示概念的内涵外，还应考虑运

用适当的反例去突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尤其是让学生通过对比正
例与反例的差异，对自己出现的错误进行反思，更利于强化学生
对概念本质属性的理解。 

用反例去突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实质是使学生明确概念的外
延从而加深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凡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
对象必属于该概念的外延集，而反例的构造，就是让学生找出不
属于概念外延集的对象，显然，这是概念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必须注意，所选的反例应当恰当，防止过难、过偏，造成学生
的注意力分散，而达不到突出概念本质属性的目的。 

3、合理运用变式 
依靠感性材料理解概念，往往由于提供的感性材料具有片面

性、局限性，或者感性材料的非本质属性具有较明显的突出特征，
容易形成干扰的信息，而削弱学生对概念本质属性的正确理解。
因此，在教学中应注意运用变式，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反映
和刻画概念的本质属性。一般来说，变式包括图形变式、式子变
式和字母变式等。 

例如，对函数奇偶性的掌握，可以通过下列练习： 
①如果 )(xfy  是定义在 ]2,1[ aa  上的奇函数，则 a  

__________. 

②如果函数 cbxaxxf  2)( 是定义在 ]2,1[ aa  上的

偶函数，则  ba _________. 
当学生通过以上训练，对函数的奇偶性的概念一定会加深理

解。 
当学生通过以上训练，对函数的奇偶性的概念一定会加深理

解。 
三、重视数学概念的巩固与应用过程 
为了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所学的概念，还必须有概念的巩固和

应用过程。教学中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注意及时复习。概念的巩固是在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中

去完成和实现的，同时还必须及时复习，巩固离不开必要的复习。
复习的方式可以是对个别概念进行复述，也可以通过解决问题去
复习概念，而更多地则是在概念体系中去复习概念。当概念教学
到一定阶段时，特别是在章节末复习、期末复习和毕业总复习时，
要重视对所学概念的整理和系统化，从纵向和横向找出各概念之
间的关系，形成概念体系。 

2、重视应用 
在概念教学中，既要引导学生由具体到抽象，形成概念，又

要让学生由抽象到具体，运用概念，学生是否牢固地掌握了某个
概念，不仅在于能否说出这个概念的名称和背诵概念的定义，而
且还在于能否正确灵活地应用，通过应用可以加深理解，增强记
忆，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著名数学教育家罗增儒教授认为数学概念是数学血肉的细
胞，数学思想是数学机体的灵魂。一个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人，
即使穿上华丽的外衣，呈现跳动的节奏，也只是僵尸；同样，没
有数学概念做血肉，没有数学思想作灵魂，即使给解题穿上华丽
的外衣，即使让解题跳动技巧的节奏，也只是僵尸数学。所以学
生要学好数学概念，教师更要重视数学概念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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