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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数学课堂中的有效激趣教学 
◆余  毅 

（重庆市两江新区橡树湾小学校  401122） 

 
摘要：学习兴趣是学生 好的老师，它能牵引学生的视线，激发内在的
学习、思维潜能，从而自主参与学习、探究，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形成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多年的课堂教学实践经验让我深刻感
受到学习兴趣对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获取新知的重要性。本文我结合
教学《三角形内角和》一课，从引课、课中新授、过程设疑、课堂练习、
课后复习等环节对如何激发学生兴趣进行尝试和探讨。详细阐述如何在
教学中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学生不同的知识建构能力、水平层次，以
及教学时机等灵活多变地采用趣味教学，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
们在学习数学的探索中，变无趣为有趣，变有趣为兴趣，变兴趣为乐趣，
达到 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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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是学生 好的老师，它能牵引学生的视线，触动心
灵，激发内在的潜能，形成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实际
的学习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如果对
新知充满好奇心，产生了兴趣，那么他们总会主动、愉快的进行
探究学习。因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发掘教材
孕伏的智力因素，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地为学生创造
良好的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学习数学中愉快
地探索。结合教学《三角形内角和》一课，浅谈几点体会。   

一、引课生趣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刚开始上课学生就对学习内

容失去兴趣，那这堂课的教学也注定不会成功。因此，教师必须
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开头导语，用别
出心裁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
新知。如“三角形内角和”的引入部分，我先让学生拿出自己课
前准备的三个不同的三角形（直角、锐角和钝角三角形），请各
自用量角器量出每个三角形中三个角的度数，然后分别请几位学
生报出不同三角形的两个角的度数，我当即说出第三个角的度
数。刚开始，有几位同学认为可能是巧合，还不服气，马上又举
例说了几个，都被我一一猜对了，这时学生都感到惊奇：教师的
答案怎么和他们量出的结果一致呢？其中有什么奥妙吗？学习
兴趣油然而生。   

二、课中激趣   
引课生趣仅作为导入新课的前提，在成功之路上至多只行了

一半。还需要在讲授新课中适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恰到好处地
诱导，充分挖掘知识的内在魅力，以好奇心为先导，引发学生强
烈的求知欲。比如上例新授部分，在板书课题后，接着又让全班
学生动手做一个实验：分别把各自手里的三个三角形(锐角、钝
角、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角剪下，再分别把每个三角形的三个角
拼在一起，并言之有趣地激励学生：看谁 先发现其中的“奥秘”；
看谁能争取到向大家作“实验成功的报告”。这时，学生心中激
起了层层思考的涟漪，课堂气氛既紧张又活跃，发言争先恐后。
还有的学生通过把正方形的纸沿对角线对折，变成两个完全一样
的三角形，因为正方形有 4 个直角，是 360 °，所以每个三角
形的内角和是 180°好方法。显然，此时不但学生对三角形内角
和是 180°的性质有了感性的基础，而且教师对这一性质的讲解
也已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佳时刻。   

三、设疑引趣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中启动思

维的起点。在数学教学中，作为教师要善于提出具有引发学生思
考的问题，使学生见疑生趣，产生有趣解疑的求知欲和求成心。   

比如“三角形内角和”在新授结束后   
师：（出示一个大三角形）它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生：180 °。   
师：（出示一个很小的三角形 ）它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生：180  °。   
师：把大三角形平均分成两份。它的（指均分后的一个小三

角形）内角和是多少度？（生有的答 90 °，有的 180 °。）   
师：哪个对？为什么？   
生：180°，因为它还是一个三角形。   
师：每个小三角形的度数是 180°，那么这样的两个小三角

形拼成一个大三角形，内角和是多少度？   
这时学生的答案又出现了 180°和 360°两种。   

师：究竟谁对呢？   
学生个个脸上露出疑问，经过一翻激烈的讨论探究后，学生

开始举手回答。   
生 1：180 °，因为两个三角形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三

角形了，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 180 °。   
生 2 ：我发现两个小三角形拼成一个大三角形，拼接在一

起的两条边上的两个角没有了，就比原来两个三角形少 180 °，
所以大三角形的内角和还是 180°，不是 360°。   

师：表扬：你真聪明。         
这里教师通过提出两个具有探究性的问题，层层设疑，使学

生探究知识的兴趣波澜起伏，时刻处在紧张而又兴奋的学习状态
中。   

四、练中有趣   
练习是巩固所学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必要途径，是教学的

一个重要环境。但也往往被呆板的练习形式、乏味的练习内容，
把在学习新知识中激发出来的学习兴趣无情淹没，使学生愉快的
心情、振奋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抹杀和抑制。因此课堂练习要设计
得精彩有趣，教学中教师根据所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练习。   

（一）练习形式要注意层次性   
设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练习题，从模仿性的基础练习到

提示的变式练习再到拓展性的思考练习，降低习题的坡度，照顾
不同层次的学生，使学生始终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比如“三角
形内角和”中在运用规律解题时， 先已知两角求第三角；再已
知直角三角形的一锐角求另一角，感知直角三角形的两锐角之和
是 90°； 后已知三角形的一角，且另两角相等，求另两角的
度数，或已知三角形三个角的度数均相等，求三角形三个角的度
数。以上设计，通过有层次的练习，不断掀起学生认知活动的高
潮，学生学起来饶有兴趣，没有枯燥乏味之感。    

（二）练习形式要注意科学性和趣味性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 好刺激，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教

学时可适当选编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有点情节又贴进学生生活
经验以及日常生活中应用较广泛的题目，通过少量的趣题和多种
形式的题目，使学生变知之为乐知。比如，本课在完成基本题后，
让学生在自己的本子上画出一个三角形，要求其中两个内角都是
直角。在学生画来画去都无从下手时，个个手抓脑袋，冥思苦想。
这时教师说出“画不出来”的理由，学生们恍然大悟。   

五、课尾留趣   
一节课的前半节，是学生接受知识的 佳时刻，但一到后半

节，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这时设计一些有趣的数学活动、游戏，
不仅可以使大脑得到适当休息，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达到“课
业结束趣犹在”的效果。在本课结束时，我设计了一道抢答题。   

揭示：把左图截去一部分，要使剩下图形的内角和是 180°，
有几种截法？”   

学生原以为截法只有几种，到后来知道截法可以有无数种，
感到是“一大发现”。但更使他们感到“一大发现”的是尽管截
法有无数种，但剩下的图形的种类只有一种，因为内角和是 180°
的图形只能是三角形。这样练习，使学生在探索中不断体验到成
功的乐趣和喜悦。   

六、“评”中增趣   
这里的“评”是指教师对学生答问或作业的口头或书面评价。

数学材料本身因其感情色彩较少，难以引起学生的直接兴趣。如
果数学教师能在教学语言、语速、语调和语气上风趣一些，幽默
一些，对学生的答问、作业的评价上恰当地赋予一点情感味，那
么，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可增添妙趣，乐学而不疲。   

例如在本课教学中，在学生发现了三角形内角和特征时，我
立即表扬，“你真能干，你是咱班第一个发现真理的数学家”；又
如学生发现了另外一种证明三角形的方法时，我对他说，“你真
聪明。”……这些尊重、企盼、惋惜的用语对中学困生来说，其
作用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而且是心理上的调整，可以使他们在学
习数学的探索中，变无趣为有趣，变有趣为兴趣，变兴趣为乐趣。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热爱是 好的老师。”作为一名数学
教师，我们要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实际，
灵活多变地采用趣味教学，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的
思维活跃起来，使学生的脑子积极转动起来，从而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