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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刘康丽

湖北省十堰市第九中学　湖北　十堰　442000

摘　要：为解决传统教学理念和新课改后教学理念之间的反差带来的教学难题，解决课堂教学的实质内容与课堂效果需求提

升的目标之间的矛盾，解决传统教学模式向现代教学模式转型的困境，帮助教师完善先进教学模式与自身课堂教学需要相融

合，“问题导学法”由此而产生并逐渐成型。本文主要对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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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中数学而言，其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课堂

知识和考点难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抽象

思维能力和灵活解题能力，养成良好的数学思考方式，尤其

是新改课后要求教师在授课时革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如何平稳过渡新旧教学模式不给学生的成绩造成波动性影响，

稳固教学成果成为教师队伍研讨的主要课题。本文中所说的

问题导学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已初见成效，能够较好的

培养学生各项能力，更能起到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作用。

一、初中数学中问题导学法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应用问题导学法首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

进而对教学方案实施科学的设计，以此在课堂的实际教学中

设置的问题更具针对性，从而使初中学生能够更明确地对相

关问题实施思考。同时，相关问题的设置需要能够对学生的

求知欲进行激发，这就需要根据学生所具备的特质以及个

性，对问题导入的过程实施设计，促使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

动地参与教学活动，从而使初中数学的实际教学质量得到有

效改善，并通过导学法，促使初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得以

有效提高。除此之外，教师需要通过问题导学法，增强学生

的自主探究能力，以促使学生所具备的创造力、逻辑思维

能力、探究能力等都得到有效提高。因此，问题导学法的有

效运用，最重要的就是对问题进行精确的设计，并将其融入

到实际教学中，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分析，最终解决

问题。

二、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问题的合理设计

在初中数学的实际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倡导。兴趣是学生实现高质量学习的重要动力，因此教师在

对相关问题进行设计的时候，需要确保问题的合理性，以促

使学生更有兴趣对问题进行探究。首先，教师需要构建有效

的探究氛围，以促使学生更有兴趣与动力对问题进行探究；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更为开放性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让学生通过对其所具备的基础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对相关

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使学生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在

教学“数轴”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设计问题：学校门口有

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门口东侧的 50m、60m 处分别有照相

馆以及文具店，西侧的 20m、25m 处分别有饭店以及便利店，

通过数轴的方式，对该句话进行表示。这种通俗易懂的问题，

可以使学生更加轻易学习到数轴的相关内容。这些更贴近实

际的问题，可以使学生对数轴得到更深的理解与认识。

（二）“导”到“学”的探究

所谓的“导学”，就是指从“导”到“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的过程，以此使学生可以有效地

理清学习的思路。该过程作为问题导学方法开展的重点，其

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1）“导”主要是指“指导”，通常是

指不直接将答案告知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就是引导

学生自己对解题的方式进行探究，该过程的重点是引导，而

非牵引。同时，教师需要将学生常犯的相关错误进行指导，

并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与讨论，并通过提问，对学生

自身的注意力进行吸引，以激发学生自身的探索热情。（2）
“学”是“导”的延伸，教师需要鼓励学生按照正确、有效的

思维模式进行持续性探索，并找出正确的解题方法。同时，

该过程也是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培养的过程，并从各种问题当

中抽出需要考察的相关知识点，并按照相关知识点，对学生

的思考能力进行培养，以此使学生能够精确地掌握问题导学

方法的精髓，并促使其学习效率得以有效提高。在教学平面

直角坐标系的过程中，教师运用问题导学法，为学生布置相

关作业，让学生对生活当中关于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相关知识

进行观察，并以其自身所学习的知识进行表达。例如，在对

“平面直角坐标”开展教学的时候，以电影院的座位安排为

例，学生可以将座位转变为坐标（a，b），并在纸上画出电影
院的整体座位的平面图，以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导学法的使用，通常需要将学生、教材、

问题三者相结合，并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者

相连贯，并进行逐步落实。在初中数学的实际教学中，教师

通过提出相关问题，对学生的好奇进行引发，并带动学生积

极的思考，引导学生开展正常的分析，从而通过数学知识对

相关问题进行灵活的解决。只有导向与问题之间实现有效的

结合，才能够促使问题导学法的实际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最

终使数学教学的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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