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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试论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 
◆罗海英 1,2 

（1.湖北三峡技师学院；2.宜昌市机电工程学校） 

 
摘要：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普通高校的扩招，中考后半段考分的学生

是中职学生的主要成分，这部分学生由于长期不受教师的重视，得不到

关心，因而形成了一定的心理障碍，成了学习上、品德上、行为上的差
生，数学基础薄弱就理所当然了。当前全社会正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

事业，积极进行中职数学课程改革，因此中职数学教学必须面向全体学

生、关注个体差异、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从而达
到整体提高中职数学教育教学的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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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人校时起点相对较低，文化基础薄弱，两极分化严
重．而数学内容的抽象性、逻辑性都比较强，因而使许多学生对
数学望而生畏，怯而止步，甚至丧失学习的信心，自暴自弃，但
是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专业课
和其他学科的学习进程，也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发展，作为中职数
学教师就有必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查找原因、采取对策，
促进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  

1、学习现状  
1.1 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认真，学习数学缺乏兴

趣．意志薄弱．对学习成绩要求不高。与初中相比中职数学的难
度加大，许多学生适应力差．学习情感脆弱、一旦遇到困难和挫
折就退缩不前，甚至丧失信心。  

1.2 基础知识薄弱。表现在概念模糊，公式、定理、性质不
清，更谈不上理解。各个知识点互相孤立，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
轻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学习与训练，没有良好的
审题习惯，加上表达能力差，运算能力差，基本上没有掌握数学
的思维方法。  

1.3 学习方法不当。不少学生上课没能专心听课，不积极主
动思考，作业马虎、抄袭、字迹潦草，解题不够准确，步骤不完
整，不懂的问题不钻不问，学习被动，课前没有预习，课后又不
能及时巩固、复习、寻找知识间的联系。  

1.4 学习能力差，思维呆板，缺乏联想。抓不住问题的实质
与要害，思维难以展开。更不用说进行联想，在问题面前往往茫
无头绪，无所适从。只会简单识记、机械模仿，学习知识生吞活
剥，不会灵活运用，往往只注重问题的结论．不重视问题的形成
过程。  

2、查找原因  
2.1 学习目标不够明确。不少学生对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自

信心不足。甚至没有学习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因而学习态
度不够认真，只求能够过得去，甚至是得过且过。  

2.2 学习动机层次不高。不少学生对学习的认知驱动力不足，
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学习的实用化倾向十分明显，过分追求学习
上的急功近利．对学习文化基础课很不情愿，觉得学了将来根本
没有用，等于在浪费时间，还不如不学。  

2.3 学习方法不当．学习习惯不良。不少学生在初中阶段就
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知道怎样学更科学、更有效，没有
掌握基本的学习策略，因为不会学从而学不好，由学不好到不愿
意学，最后发展到厌学、逃学。  

2.4 学习的认知能力水平较低。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习过程、
学习活动和自己的学习习惯缺少必要的反思白省意识，不懂得科
学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不懂得如何进行学习成败上的合理归
因。 

2.5 学习焦虑现象比较普遍。不少学生是读不进书又不得不
读书，在家中瞒着父母，在学校应付老师，对学习有着一种“剪
不断、理还乱”，摆脱不掉的心理压力。表现在遇到字母、符号、
式子、数学中的公式推导等抽象问题的情境时所产生的情绪上的
恐惧，对出现的数量及其关系情境产生紧张、害怕、退却等情绪。
这在课堂提问或是考试的情境中特别突出，高焦虑情绪就影响了
学生对数学问题的正确分析与周密思考。 

2.6 数学教学本身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数学是一门抽象性、
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上往往老师讲得较多，学生处于被动
接受状态，缺乏积极参与、主动思考的意识，使原来基础不太好
的学生更加缺乏信心，而放弃对数学的继续学习的信念。  

3、采取对策  
3.1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对学习持肯定态度的学生，有较

强的学习愿望，他总是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自觉地学习，从
而获得较高的学习效率。要通过各种活动总结出只有积极、主动、
独立、认真的学习态度。才能高效深入地学习，并掌握所学的知
识。  

3.2 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动力，学
生如果能在学习中产生兴趣．就会形成求知欲，就能主动积极地
学习，从而增进其学习的效率。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途径很
多，比如激活课堂，让数学课堂变得既严肃又活泼，  

可以采用多角度，巧导人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心向。例
如：为了引入“指数”的概念．可设计这样的导入：“我手中的
这张纸厚 0．078 毫米，对折三次，厚度不足 1 毫米，如果对折
40 次，厚度大约是多少?”学生们纷纷动手计算，议论纷纷，这
时教师可接着宣布：“经过计算，厚度将超过 10 座珠穆朗玛峰的
高度!”学生们感到很惊讶，甚至怀疑，迫不及待想知道怎样计
算。这样，就培养了学生浓厚的数学兴趣。  

3.3 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好习惯使人一生受益，而坏习惯
会贻误终身。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与人的成长规律和学习规律相
适应的最佳行为模式，能使人付出更少，收获更多。不良的学习
习惯，往往与学习规律相违背。严重地影响学习效果。因此，培
养训练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实现学习效果最优化的可靠途径。  

3.4 营造宽松的课堂与考试氛围，消除学生数学学习的高焦
虑。一方面．不要太强调数学考试的成绩，这会使学生数学焦虑
更加严重，从而进一步影响他的数学学习。所以要保护学生分数
的“隐私权”。如果要激励学生。最好不要通过公布的方式，可
以通过个别谈话：对于成绩好的同学可以个别鼓励，对于成绩差
的同学，个别谈话分析原因。其次，还要尽量避免考试题目难度
太大。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偏低就会影响他们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当然，反之也是不适合的，应该控制试题难度，保证分数分
布合理，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教师给学生学习数学
的压力要适度，不能仅仅强调学生要学好数学的好处，通过各种
压力来促使学生学习数学。学生因过度想学好数学，焦虑的情绪
将超过最佳水平，从而影响数学知识的学习。因此，为促使学生
有更大的动机去学习．施加的压力一定要适度。  

总之，为引导中职生克服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加强数学教
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潜心研
究每一位学生的数学学习心理，从传统型的教书匠转变为研究型
的教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