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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数学教学例题挑选原则 
◆程国平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盐田中学  332618） 

 
摘要：例题教学在数学课堂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例题不但涵

盖了本节课的知识点，而且还能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从而达到对知识

的更好巩固和掌握。保证例题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为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探究提供机会，逐步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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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
学。”数学与人们的实践生活密切相关，它来自于生活，又服务
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在初中数学课堂中，教师应从学生熟悉
的生活场景和应用问题出发，挑选出具有趣味性和实用性的事
物，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的数学问题，进而构建数学模型，在此
基础上大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动力，培养他们联系实
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课堂的学生例题设计，忽
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差异，习题形式单调，课后巩固效果不佳，相
同的例题要求很难适应全体同学的实际需求——学有余力的学
生“吃不饱”，学习困难的学生则“吃不了”。不利于学生实现将
数学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有效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 

一、例题设计的目的 
例题是学生学习和构建知识的重要环节，对于教师，通过给

学生讲解例题，可以准确反馈教学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
因而例题的科学设计与巧妙的处理对数学教师来说意义非常。我
们的目的是：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编辑出适合我校不同层
次学生学习的分层导学稿。构建教师指导下的小组“合作、互动
式”的初中数学作业分层批改新模式。通过对数学教师、学生以
及家长的广泛问卷调查，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试验、探
索、总结，从而得出一些既能提高我校数学教学质量，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又能减轻我们数学教师讲解例题的负担。通过设
计研究，总结提炼出能促进高效课堂教学的分层设计的导学稿，
从而对初中数学作业分层批改管理的实用模式能提出科学合理
的对策建议。 

二、例题挑选的策略 
1.例题的挑选要注重课堂，重视课本，坚持讲练结合 
作为一名一线数学教师，要想提高课堂效率，必须精心选择

实例。课本教材中的例题是数学专家与一线教师根据学情精心设
置的，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典型性和引
导性，我们要把这部分例题作为重点来讲解，从而达到对相应概
念的理解和知识的掌握。在例题选择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地了
解你的学生，对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准确掌握，另外也要
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专业水平，不仅能够清楚讲
解课本例题，还要举一反三，能够在茫茫题海中甄选出师生所需
要的例题。通过精选例题，再加上以上练习，由浅入深，层层递
进，使学生即巩固了重点知识，又将知识引向深入，有效解决了
难点。若习题与例题的联系不紧密，产生脱节现象，这样学生连
基本的知识都不能掌握，教学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因此，课堂
上精选一个或几个同一类型的例题重点讲解，同时，有针对性地
安排一些习题，有的放矢，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教学
效果。 

2.例题的挑选要把教材的整合和学生能力的培养相融合 
例如在《实际问题与一元二次方程》这一小节教学过程中，

心里始终存有教学疑点，譬如九年级数学教材涉及的一道例题：
“百货商店服装柜在销售中发现，某品牌童装平均每天可售出
20 件，每件盈利 40 元。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商场决
定采取适当的降价措施，扩大销售量，增加盈利，减少库存。经
市场调查发现：如果每件童装降价 1 元，那么平均每天就多售出
2 件。要想平均每天销售这种童装盈利 1200 元，那么童装应降
价多元？”解：设平均每件衣服降价 X 元，则每件童装可盈利
（40-x）元，可卖出（20+2x）件，依题可得：（40—X）（20+2X）

=1200 解之得 X1=10，X2=20 答：每件童装降价 10 元或 20 元，
才能使平均每天的盈利达到 1200 元。对于教材及教师给出的解
决方案，有不少思维活跃的同学存在疑问：（1）一部分学生认为
应该每件降价 10 元，每天销售 40 件，同样能盈利 1200 元。这
样既能减少库存还能增加盈利，而且剩余的部分还可增加盈利，
所以最好只取 X=10。（2）另有部分学生认为应该每件降价 20 元，
因为降价越多减少库存越快，应选最优的方案。所以答案只选取
X=20。学生能给出的不同取值方案，说明学生能积极钻研、善
于观察并及时总结，我在肯定的同时给予鼓励；数学就是要善于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勇于向教材和老师质疑，问题来源于生产
生活，同时服务于生产实践，如果问题改为“为了尽快减少库存，
该降价多少元？”师生一起分析，大家畅所欲言，课堂上学生积
极参与探究、认真分析对比得出：第一道题目的两个答案都符合
题目要求。第二道题根据题意“为尽快减少库存”，只选取降价
多的那个答案。讲完这两道题目后，同学们小组合作找出两道题
目的相同与不同，最终进一步总结得出：如果题目明确要求对答
案进行取舍，应只选取降价多的答案。若题中没有特殊要求，那
么两个答案都符合题意。这两道例题在选择与讲解顺序上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也将学生能力的培养放在了首位。 

3.例题的挑选要把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讲授互相融合 
教师要以学生观察、猜测、探究、归纳等活动为主线，重视

学生探索、获取知识的过程，把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自
主探索、相互交流，注重习题的选择与处理，提高课堂教学有效
性。要考虑到不同层次学生水平的差异，从基础的直接应用法则，
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再到对题目本身某个分式的约分简化运算，
步步落实，不断提升，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努力
提高习题的有效性。 

总结： 
总之，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大家都希望课堂能呈现出

一种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这样的课
堂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的
熏陶，从而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例题的挑选既要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又要重视学生已有的经验，注重学
生体验从实际背景中抽象出数学问题、构建数学模型、寻求结果、
解决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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