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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数学教学方式研究 
◆张小娟  张  勇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中心学校） 

 
摘要：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初中数学的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创
新和变革。一方面，信息技术时代要求教学模式多元化，同时，现代教
学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教育已经难以满足要求。
因此，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随时代而变，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于数学教
学中，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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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调

动学生的学习潜能，使学生能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新知识的学习
中。对此，教师应精心设计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情景，使学生
通过观察、操作、归纳等活动，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发
展他们的能力，激发对数学的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愿望，从而
使学生逐渐形成了“数学有趣”“我非常喜欢数学”的数学观念。 

1 概述 
新的数学课程标准，对初中数学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就是要求在细化的过程中强调了以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为基
本的教育理念．在初中学习这个比较抽象的学生基础素质培养的
阶段，结合人教版的教材内容，帮助教师找到在数学学习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造初中生在数学学习阶段的无限可能性，传
授初中生数学学习的基本理念和知识是很必要的。 

2 初中数学教学方式的应用措施分析 
2.1 好的课堂开头，会使课堂的效果事半功倍 
课堂的开头是否精彩，是否让学生感到新异，亲切。这就需

要教师在备课的时候，设计好，课堂的开头。让学生们把这种课
堂的形式当成一种自身学习的需求。比如：在讲“平行线等分线
段定理”的时候，我开课的时候，先准备了一根 1 米上的竹竿。
课堂开始前，我把竹竿放在讲桌上，靠在黑板上。好多学生就开
始议论：老师今天拿竹竿，要做什么用呢？课堂开始后，我先跟
同学们说明：今天的竹竿不是用来惩罚你们的！同学们哈哈大笑。
“是用来让你们在不用刻度的情况下，迅速的将这根竹竿分成 5
等分的！”这样一来，学生们带着问题，就对这节课的兴趣大大
的提高了。学生们在思考着怎么办的时候，就很快的进入了学习
的状 。通过这节课的实践总结，这样的课堂开头，会激发学生
的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也会让学生在学到知识后，产生更多
的联想：“把一整棵树，怎样平等的分开呢？” 

2.2 结合教材中的知识点，让学生在联系实际情况解决疑问
的过程中学习 

我们数学学习的内容，跟实际生活是紧密相关的。美国现代
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学习 好的刺激，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在教学中，教师要结合知识点，抓住实际不断的引导学生设疑、
质疑、 后解疑。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以及求知
的欲望。例如：在我们学习有理数的加法法则的时候，我个人掌
握的实际情况是：本节课的知识点是很容易被学生们接受的，但
在以后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也是犯错率比较高的一个知识点。所以
在设置设个问题的课堂教学的时候，我把孩子们 直接认知的
“爸爸、妈妈”引入了课堂。具体如下：加法法则中的“A+B”
我们把 A 当作自己的爸爸，把 B 当作自己的妈妈。假设爸妈是
同一个姓氏，那孩子的姓氏是不是取相同的姓呢（引入法则，同
号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假设爸妈的姓氏不同
呢，那孩子一般要跟谁的姓氏呢？一般都是爸爸姓，因为爸爸的
权利大（异号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符号，并把较大的减去较小
的）。当然，这时有的学生也说出不同的见解，说“倒插门”的
情况。学生们都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因为我看到了学生们
通过实际的生活事例，学生们吃透了知识点，知道了怎么回事。
这样把我们的数学教学跟时间生活的事例相结合，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很高，课堂的效果也就想当然了。 

2.3 重视定理的推导过程，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 
数学教学我认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必须要追

根溯源，只有这样，学生学到的知识才不仅仅是一个个原理、公

式的叠加。比如，在讲全等三角形时，我并不是把三角形全等的
五种方法和盘托出，而是重视他们的作图过程，每一个学生都要
根据给出的条件画出三角形，并看看所画图形是否与已知图形全
等，通过观察和比较，学生知道了原来满足三组边和三对角当中
的部分条件就能得到全等的三角形了，然后自己在脑海中就能把
自己当堂学得判定方法总结出来，从而得到“三边对应相等的两
个三角形全等”即三角形全等的“边边边”公里。掌握第一个判
定公里的探索方法，剩下的几个全等的判定定理，学生自己就能
熟练地套用了。虽然第一种方法略显多用了些时间，这是磨刀不
误砍柴工，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完全有必要的。其实这样
留足够的时间真正让学生动起来了，他们不但不会觉得枯燥乏
味，反而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还会觉得时间过得迅速。这样得
来的知识不仅不用死记硬背，还会记忆得相当牢固。三角形的全
等学得好了，对于后面的知识例如：角平分线性质和线段的垂直
平分线的性质的学习打好基础，学起来轻松应手。 

2.4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和激励体系 
一名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强度、灵敏程度、

才智和创新精神可能是有差异的，有的学生立体感强、有的学生
代入感强。因此，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数学问题的解决速度和
理解能力可能是不同的．教师的 终教学目的是为了能够建立起
学生自主学习数学的能力，保持终身学习和自我探究的习惯．因
此，教师应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和激励体系，积极发现初中生的
优点，找到其学习过程中的短板。比如，初中数学教师可以在课
堂教学的过程中，放权于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者，让初
中生在小组讨论和讲解的过程中自我反思知识点和解题技巧．教
师只是负责传道授业、教授方法，因此，通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和
预习，让初中生建立起反复复习、总结课堂教学内容的学习习惯，
并且在整个复习和学习的过程中，从不同的环节给予其真实评价
和信心支持，采用多种多样的技术手段，鼓励学生自我探究、鼓
励学生到讲台上去讲述自己所容易犯的数学错误或者对于某个
数学问题的发展性创见，从而能够在初中数学的课堂上畅所欲
言、集思广益，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数学学习难题．教师也应该鼓
励学生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指导，逐步建立起学习数学的信心，
正确的表述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并寻求解决
方案。 

2.5 让学生们合作交流学习的小方法 
为了促进学生们之间的合作交流，在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

方法上也要进行一些变革。有原来单一的班级授课更改为班级授
课外加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自制形式。教师指导学生，让学生们
在小组中互动，讨论，研究等形式从事学习的活动， 终以团体
的成绩作为 终评价的标准，以达到共同学习的目标。 

结语：总之，初中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逐渐形成“数学有趣”
“我非常喜欢数学”的观念，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课后反思环节，
只有全面深刻的反思，才能发现不足，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
完善课堂。今后，广大教师还要积极参加培训，掌握更多新的教
学技术，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并不
断挖掘新的数学素材、充实课堂，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景中学习，
享受学习数学的乐趣和获得成功的快乐。此外，教师还需要不断
地去探索，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实践，相信教学方法一定会
不断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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