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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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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创新和改革，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是主要的教学目标，问题

导学作为一种新型的问题导入教学方式，以问题为中心，让学生参与到发现问题、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环节中，加深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认知，推动学生数学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发展。以问题导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为主题，展开详细的

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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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学教学策略是基于导学案，围绕新课程下学生主
体的教育思想，通过问题这一主线，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实现知识掌握的教学模式。在初中数学课堂中融合问题
导学教学，可以激活初中生的主动学习精神，对增强教学成
效有积极价值。在初中数学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忽视了学
生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其缺乏对数学知识的自主探究，降低
了数学课堂教学质量。所以，教师要将问题导学融入各个教
学环节中，充分发挥出问题导学的教学优势，推动学生掌握
高效的数学知识学习方法，整体性地提升初中数学课堂教学
质量。

一、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初中数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教师教学模式单一。数学学科不但逻辑性极强，而且较
为枯燥，所以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只会降低学生的学习
兴趣，导致教学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教师忽视了学生的
学习主体地位。第二，教师没有重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都存在一个通病，那就是过于注重
考试成绩，尤其是在中学教学中，学生饱受传统教育模式的
摧残，导致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二、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运用问题导学法的策略
（一）精心设计问题，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在问题导学法中，问题的设置是最核心的，也是教师最

应重视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材内容、教
学目标、学生学习详情等因素慎重设置问题，并做出决断。
首先，在教材内容方面，教师需要根据初中数学知识选取经
典题型，提取相关的教材知识，为学生设计相关问题；其次，
在教学目标方面，教师需要从宏观的教学角度出发，再具体
到微观的提问，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最后，在学
生学习详情方面，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具体爱好，尽量结合学
生的兴趣爱好设置提问。

如在教学《负数》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语文中
有反义词的概念，那么数学中也有，比如正数和负数就是一
对反义词。那么，请问正数和负数的相同点和共同点是什么
呢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正数、负数之间的关系。针
对学生的回答，教师可以引入数轴进行教学：“正数和负数位
于数轴上，且方向相反，除了符号之外，两者的组成完全一
样。”待学生思考一段时间后，教师再引入教学，就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二）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突破传统教学模式
多年来，传统的教学理念深入人心。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式，为学生创建合理的教学情境。创设
情境是指，教师在课堂中模拟生活中的一些情境，并将数学

知识融入其中，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如在教学《轴对称》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山峰、

金字塔、篮球场等图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询问学生，
其中有哪些图形是轴对称图形，并要求学生具体描述上述图
形是沿着哪条直线对称的。

又如在教学《勾股定理》后，教师可以在班级中开展围
建直角三角形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些可折断的小木棍，让
学生用直尺测量小木棍的长度，并选取合适长度的三根木棍，
将这些木棍头尾相连，围成三角形的形状。在此过程中，学
生可以运用勾股定理的知识设计好小木棍的长度，以达到所
围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的目的。
（三）设置多种情况并存的问题，发散学生的思维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习环境能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如此，学贵质疑，不懂得质
疑的学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有些学生非常相信教
师的教学，以至于失去了质疑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
力，初中数学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敢于质疑、面对质疑、解决
质疑。

当然，学生不会质疑与教师的日常习性息息相关，一些
教师过于强调标准答案，一切题目都参照标准答案，一旦答
案出现问题，就会感到疑惑。受教师的影响，部分学生也会
出现不敢质疑情况。因此，在对学生提问时，教师不要设定
标准答案，尽量向学生提问多种答案并存的问题。

如在教学《二次函数》时，教师可设置判别式为 0 和不
为 0 这两种情况；在有理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绝对值代替
正数和负数等形式进行提问。教师为学生设置多种情况并存
的问题，有利于发散学生的思维。

三、结语
问题是辅助教师展开数学教学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也

是引导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载体。教师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要
善于运用问题导学策略引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大胆猜想、
谨慎求证，在获取数学知识的同时提升自身思维能力。教师
要根据学生特点提出形式多样的问题，运用趣味问题、生活
问题和悬念问题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其数学应用能力，
激发探索欲望，进而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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