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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教学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实践探究 
◆唐玉荣 

（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镇黑田中学） 

 
摘要：进入初中以后，同学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科目，面对纷繁复杂的学

科，同学们会觉得束手无策。数学虽然说是同学们从小学开始就已经进

入正式学习的学科，但是进入初中以后学习的难度逐渐加大，同学们在

学习的过程中也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初中阶段不同于小学，在这一阶

段更应该强调同学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

习到更多的知识，养成较好的习惯。现在，学校教学过程中提倡研究性

学习模式。同学们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可以更加高效快速地进行数学的

学习。本文从初中数学教学入手，对研究性学习模式的运用进行探讨，

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高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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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这一模式虽然对同学们来说好处更多，但是对老
师们来说却是难以掌握的一种教学模式。因为老师的素质参差不
齐，对于该模式的运用很难掌握到它的精髓。研究性学习主要是
主张同学们自主学习，在探究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提高
学习的效率和学习的兴趣。在研究性学习这一模式之下，培养同
学们掌握这种学习方法，在今后的学习中可以更加的自觉和主
动。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对同学们今后学习都有意义，所以老
师来应该掌握该模式的使用技巧，让同学们真正可以做到学有所
成。 

一、课堂讨论 
课堂是同学们学习的主要场所，在真实的学习过程中，老师

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由同学们进行思考。因为在数学学习
的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方法由同学们自己探索出来才会掌握的更
加牢固。在学习因式分解时，我给同学们列出一个式子，xy＋6
－2x－3y 让同学们思考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分解。有几个同学针对
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当然，他们的思路未必正确，
未必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但是经过一番讨论以后，终于还是得
出了正确的答(x-3)(y-2)。 

二、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和课堂讨论在此我们分开来进行讲解，因为课堂讨

论和小组讨论不一样。课堂讨论一般都是一个班里几十个同学一
起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老师难以兼顾到每一个同学。课堂上
积极发言的同学也就固定那几个，一些不愿意发表意见的同学就
会被忽视，而他们也会慢慢习惯自己的不起眼，在遇到问题时也
不会主动思考。小组讨论，老师将同学们分为几个小组，人数控
制到四到六人，这样一来同学们在小组内进行讨论时，就可以兼
顾到每一个同学，在有限的时间里，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发表自
己的见解，甚至会被动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习惯了讨论的模式，
同学们也就认真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被动的等待问题的
解决。小组讨论模式可以和课堂讨论相结合，在小组讨论以后，
小组内排选出一个代表，对自己小组内讨论的问题结果与思路进
行展示，说出自己小组成员所总结出的观点，然后在班级里再一
次进行讨论。这种模式可能会耗时比较多，但是对于同学们学习
能力的培养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三、角色转换 
这里说的转化，就是在课堂中由老师主导课堂转换为由学生

主导课堂。因为这种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同学们的责任
意识。责任感让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每一个知识点。比如说，老师
在一节课上指定一个同学对一节的内容进行讲解，那么该同学在
课下就会做相对充足的功课来理解这一节内容的全部知识点。在
研究知识点的过程中，同学们不可能盲目的进行知识点的背诵，
毕竟这样也不是老师的教学方法，他试着考虑同学们在学习知识
点的过程中需会面对的问题，然后尝试着对这些问题的能解答。
这样一来，同学们就不得不将所有的知识点认真学习透彻，反复
钻研，直到可以顺畅无阻的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同
学们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研究知识的过程。研究
式学习，对知识点的要求就是学的透彻。在学习寻找最短路径这

一节时，我要求同学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讲解，然后课上有位同学
提出问题：最短距离是什么。我们的小老师就说到两点之间直线
最短。同学就问道，如何证明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然后，该同学
就在黑板上做图画出两点。要求其他同学们上去画出他们可能认
为的更短的路径。经过同学们的一番思考，同学们发觉确实没有
比直线更短的路径，自然也就接受了这个理论。 

四、思维引导 
进入初中阶段学习的同学们，虽然已经经历了小学六年正规

的数学学习，但是在小学阶段，同学们的思维能力还有可能尚未
被完全开发，在思考的过程中可能还会不完善，一些知识的储备
可能也还不够。在进行初中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可能并不能
做到独立的思考。所以，老师们需要对初中阶段的同学们在数学
学习时进行一定的引导，帮助同学们可以顺利地思考下去。 

例如，在学习全等三角形时，有一道题目是找出图中的全等
三角形。但是，同学们总是不能准确的将全等三角形全部找出来。
这时候老师就可以引导同学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图形，可能会
找到更多的全等三角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同学们自己将图形画
出来，在画图的过程中对图形有一个新的认知和领会，发现图中
隐藏的众多的全等三角形。这样一来，同学们就学会自己动手去
解决问题，多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固定思维。在解决其他问题时，
比如解题步骤上，同学们出现进行不下去的状况时，老师也可以
对其进行引导，告诉同学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思考，而不是主动
告诉同学们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老师需要的是告诉同学们思
路，而不是告诉同学们结果，这就是研究式学习的另一个重点内
容。 

总之，研究式学习以培养同学们学习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习
模式，该模式的正确使用，可以起到活化课堂，激发同学们学习
欲望的效果。老师们应该培养研究式学习模式运用的意识，让同
学们可以快乐学习，高效学习。本文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
研究式学习模式的运用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可以给广大老师在
该模式的运用上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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