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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UFK�RQ�WK���SSOLFDWLRQ�RI��UREO�P�EDV�����DUQLQJ�LQ�-�QLRU��DWK�PDWLFV���DFKLQJ

4LQJ�-XDQ�0LQ

�EVWUDFW��1RZDGD���� WKH� OHYHO�R��HGXFDWLRQ�DQG�WHDFKLQJ�KD��JUDGXDOO��LPSURYHG��DQG�WKH��KRUWFRPLQJ��R��WUDGLWLRQDO�

WHDFKLQJ�KDYH�JUDGXDOO��HPHUJHG��3HRSOH�DFWLYHO��UH�SRQG�WR�DQG� LPSOHPHQW�WKH�FRQFHSW�R��QHZ�FXUULFXOXP�UH�RUP��7KH�

problem-based� learning�method� is� a�method�commonly�used�by�junior�middle� school�mathematics� teachers� at�present.� It�

FRPELQH��WHDFKLQJ�FRQWHQW�ZLWK� WKH� DFWXDO� �LWXDWLRQ�R���WXGHQW����FLHQWL�LFDOO��GH�LJQLQJ�SUREOHP�� WR� LPSURYH� �WXGHQW���

HQWKX�LD�P��RU� OHDUQLQJ�LQ�FOD�����WUHQJWKHQ��WXGHQW���PDWKHPDWLFDO� LQWHUH�W�DQG�WKLQNLQJ�DELOLW���DQG��XFFH���XOO��DFKLHYH�WKH�

H��HFW�R�� MXQLRU�PLGGOH��FKRRO�PDWKHPDWLF��WHDFKLQJ��7KH�SUREOHP�ED�HG�OHDUQLQJ�PHWKRG�SD���DWWHQWLRQ�WR� WKH�LQWHUDFWLRQ�

EHWZHHQ� WHDFKHU��DQG��WXGHQW���ZKLFK� L��R��JUHDW��LJQL�LFDQFH�WR� WKH�LPSURYHPHQW�R�� WHDFKHU��� WHDFKLQJ� OHYHO�DQG��WXGHQW���

OHDUQLQJ�DELOLW��

.���RU�V��3UREOHP�ED�HG�OHDUQLQJ��MXQLRU�PLGGOH��FKRRO��PDWKHPDWLF��WHDFKLQJ

数学作为一门理科学科，注重学生思维、理解能力的培养。但是数学知识抽象性、逻辑思维性强，因此很多学生

对数学知识学习是抗拒的、抵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也就不是十分理想。运用问题导学法设计出与教材内

容相适应的问题，让学生依据教材内容思考问题，对于学生学习热情的提升是极为有利的，也能够为今后的数学知识

学习奠定基础。此外教师运用问题导学法也有助于学生数学目标、数学素养的实现。

（一）目标性

问题导学法中，导是很重要的，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能够引导和启发学生。因此在问题设计时要遵循目标性

的原则，保证问题的提出是针对性的、有目的的。比如学习二元一次方程的问题，其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二

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想，即消元���。结合这一原则设计问题，不论具体过程怎样变化，最终教学目标是能够顺利实

现的。

（二）层次性

在应用问题导学法时，问题的设计还要注重层次性，层层递进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强化学生探究问

题的意识能力，顺利得出结论，达到初中数学教学的目标。如在研究正方形的性质时，教师可以设计几个简单的问

题，并逐渐加深难度，引导学生思考。如四条边与四个角是否相等？对边是否相等且平行？对角线是否相等垂直且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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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通过层次性问题的提出，将数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展现出来，满足学生的认知规律，更好的启发引导学生，使其

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

（三）有效性

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问题的解决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常会问学生

“会不会？”“对不对？”等，这些问题不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学生回答也比较简单，虽然表面上看课堂氛围比较

热烈，但本质上学生无法把握知识的内在，因此在几十分钟的课堂教学中要避免无效的提问。问题要能够切中要害，

科学灵活的提问，把握好提问的时机，突出问题的有效性。

（四）启发性

启发性原则就是在问题设计中，教师将问题与学生的兴趣、生活等相结合，优化问题设计，让学生对问题感兴

趣，并愿意思考，更好的启发学生思维。不论采用何种教学形式，问题要注重趣味性、娱乐性���。在教学过程中，要

注重问题逻辑性，不仅要注重趣味性的引导，也需要注重内在的启发，实现学生的成长进步。

（一）有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

过去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将自己放在核心位置，将数学内容强加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学习自主性

差，对数学学习缺少兴趣，进而影响数学学习的成绩和效果。由于数学知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需要学生运用灵活的

思维进行分析计算，传统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全面的分析研究知识，教学效果、学习成绩自然不理想���。而问题导学

法的应用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一问题，有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尊重学生数学课堂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使其积极参与到数学知识的探究中，激发学习欲望，逐步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

（二）满足学生学习需要

问题导学法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

与感受，积极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并实现师生、生生的互动，使学生的数学学习需要得

到满足，并让学生认识到自主学习的好处，达到理想的数学学习效果。

（三）有助于学生学习热情提升

相比于传统的数学教学方法，问题导学法是一种新的方法。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学生对数学学习

失去兴趣。这时教师应用问题导学法进行问题提出，学生能够很快的从枯燥的课堂氛围中解脱出来，对教师提出的问

题产生兴趣，然后教师趁机引导学生对数学知识自主探究，当数学问题被解决后，学生会十分开心，并对之后的数学

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树立数学学习的信心。教师通过这种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数学知识，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欲

望，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对于学生今后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一）利用数学问题进行课程导入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导入环节是将学生从课下带到课上的重要阶段，导入环节好，学生能够快速的被吸引到学习

中。以往初中数学教学，教师都是直接导入，虽然学生能够快速的感受知识，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强度比较大，学生

头脑一直处于高速运转中，容易疲倦，不利于知识的把握。而利用问题导学法导入课程，通过提出趣味性的问题吸引

学生注意力，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把握。比如研究正数和负数的问题，教学旨在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方法表达正数、负数，正确运用符号表示正负数。此外帮助学生形成数的概念，强化学生的逻辑思

维。为此教师在导入环节科学的提问，如“温度表中有负数的表示吗？”���通过这样的提问引起学生的好奇，学生纷

纷思考并研究，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提高数学学习的效果。

（二）利用问题导学法处理教学重难点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良好的问题导学法能够顺利解决教学重难点知识，使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本质，更好的运用

数学知识解决问题。传统数学教学，教师讲述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虽然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能够领悟到一些知识，

但是记忆的效果并不理想，时间久了就会忘记。利用问题导学法能够让学生自己感受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加深对数

学知识内涵的把握。如在研究有理数的问题时，本节课是为让学生理解有理数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类，强化学生的

分类水平。所以教师在教学时采用问题导学法，帮助学生理解有理数的概念。教师提问学生“有理数为什么会称为有

理数？”“请举例说明有理数。”���通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提出，引导学生理解有理数，更好的掌握有理数内容，并强

化学生的数学思维与素养。

（三）引入生活化内容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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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问题导学法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运用生活中的事件、案例等开展数学教学，使数学问题

生活化。生活化的数学问题能够拉近学生与数学知识间的距离，减少其对数学的抵触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

如在学习二次函数的问题时，教师引入“销售和利润问题”，通过这一生活化的问题情境指导学生掌握二次函

数。由于近期天气多变，我市调查了蔬菜平均价格，发现某蔬菜每天的销售量Z千克与销售单价[元�千克呈现出的函

数关系为Z� ��[���。已知这种蔬菜的进价为���元�千克，若这种蔬菜每天的销售利润为�元。（�）试求�与[之间的函

数关系式；（�）当销售单价定为多少时，获得的销售利润最大化？大众能否接受这样的销售单价？通过这种生活化

问题的提出，学生感觉问题很熟悉、很亲切，能够提高学生的探究欲望，学生合作探究后会产生这样的疑问：Z，[，

�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转化？���进而研究二次函数的知识。通过合作探究得出：利润� ��销售单价�进价��销量�

然后写出�� ��[�����Z，并将Z� ��[���代入，消除变量Z，从而将关系式变为二次函数。将生活化的问题应用到数学知

识的学习中，学生能够对该知识更好的把握，也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善于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四）组织合作学习启发思维

问题导学法是运用问题拓展学生思维，并注重学生挖掘数学知识中的隐藏信息，使其逐步形成数学思维。为此教

师就可以利用问题导学法开展数学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给予学生充足的思考时

间与空间，让学生自主探究，不再依赖教师，在应对今后的数学知识时能够得心应手。比如在研究整式的乘除的问题

时，教师先让学生了解整式的乘除概念，学生了解之后将学生进行小组划分，通过小组合作的方法学习数学知识。如

教师提出问题，“光的速度为�����NP��，而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需要�������，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学

生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由于知识有限、经验不足，不能解决这一问

题。课堂上，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分析问题，并列出公式。通过探究，大部分小组给出了这样的公式�

���������������� �����������。为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教师可以适当的将问题的难度提高，比如如果将上面的公

式改为DE·EF的形式，应该怎么写，让小组再次探讨，教师逐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提高学生数学研究兴趣，启发数

学思维，顺利实现教学教学目标。

（五）发挥教师作用总结归纳问题

过去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知识灌输，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能力提升也

会受到限制，数学教学目标无法顺利实现。为此教师利用问题导学法，突出学生在数学课堂的主体地位，教师发挥主

导作用，组织引导学生探究问题，教师最后对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更好的实现数学教学质量，也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

升。比如在研究二元一次方程的问题时，教师利用鸡兔同笼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学生在分析问题之后，教师需要做

好总结工作。将问题导学法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让学生不仅分析问题，更要总结归纳问题分析时运用到的知识点，并

填入到思维导图上。通过这样的方法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并将知识内化为技能，更加扎实的掌握数学知识和能力。

长此下去，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问题导学法的作用也能够显现出来，今后学生在研究难度更大的知识时也

能够有良好的基础。

（六）科学进行课堂评价反思

新课程倡导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探究，问题导学法很好的满足这一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教学评价这一环节，

在评价与反思中，引导学生整理总结数学知识，进而建立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深化理解知识，实现良好的数学教学

质量和效果。如在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组之后，教师对知识进行小结，为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内容，强

化问题解决能力，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评价反思活动。教师先对本节课的知识点进行阐述，第一，学生掌握二元一次方

程的概念的应用；第二，掌握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变形；第三，会列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第四，学会求二元一次方程

组特殊解。通过总结让学生了解本节课的知识，建立知识体系。然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结测试，教师可以举出一些

比较典型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习题，让学生解答。如判断下列哪些是二元一次方程：（�）�[��� ���；（�）�[�� ��；

（�）�[���]� ��等。通过问题的解决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学习中的不足，并再次回顾二元一次方程的知识，解决知识障

碍，实现良好的学习效果。可见，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评价反思是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学生数学知识的理解把握，对

于数学教学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在初中教育教学中，数学是重要内容，作为一门理科知识，数学的逻辑性比较强，为使学生更好的掌

握数学知识，学会数学知识应用迁移的方法，教师可以运用问题导学法，将课堂交还给学生，学生思考教师提出的问

题，更好的指导学生思考数学知识，培养发散思维。问题导学法的应用能够让学生面对难度较大的数学知识时依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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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清晰的思路，更好的分析研究数学知识，提升数学能力。为此教师要提高对问题导学法的重视程度，善于结合数学

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运用该方法，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为今后数学知识的学习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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