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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周Ǔ虎
银川高级中学Ǔ宁夏Ǔ银川Ǔ750001

摘Ȟ要：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创建各种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本文探讨了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开展情境教学应遵循的趣味性、灵

活性和启发与鼓励原则，并详细阐述了情境教学在数学课堂中的具体应用，如创建模型情境、利用情境教学法培养数

学思维、设置问题情境以及创设生活情境等。这些策略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使数学教学更加生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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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高中数学教学正步入一

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

这一背景下，情境教学作为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教学方

法，日益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它不仅能够极大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效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

能力。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

具体应用策略，以期为数学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

启示，推动高中数学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1��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情境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意义。首先，情境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数

学内容抽象复杂，如函数的概念、立体几何等，传统

教学易使学生感到枯燥，而创设情境，例如在讲解数列

时，引入斐波那契数列与兔子繁殖问题的情境，或是在

讲概率时，以彩票中奖概率情境引入，能瞬间抓住学生

的注意力，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主动投

入到数学学习中[1]。其次，情境教学有助于知识理解。

高中数学很多知识脱离了生活实际，学生理解困难。通

过构建情境，能将抽象知识具象化。比如在讲解向量的

加法时，利用小船过河的情境，水流速度和船自身速度

作为向量，让学生直观地理解向量相加的平行四边形法

则，降低理解的难度，使知识更好地被吸收。情境教学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高中数学教学不仅要传授

知识，更要让学生学会运用。创设生活情境、科技情境

等，如在讲导数时，引入用导数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

产问题。学生在情境中分析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求

解，从而提高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情境

教学还能促进学生的情感体验。当学生在情境中成功解

决问题时，会获得成就感，增强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培

养积极的学习态度，有利于长期的数学学习。

2��在数学课程中开展情境教学应该遵守的原则

2.1  趣味性原则
（1）从激发学习动力角度来看，富有趣味的情境

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学生。在教授数列时，可以引入

“棋盘上的麦粒”这一趣味故事：在印度有一个古老

传说，舍罕王打算奖赏国际象棋的发明人——宰相西

萨·班·达依尔。国王问他想要什么，他对国王说：

“陛下，请您在这张棋盘的第1个小格里，赏给我1粒麦
子，在第2个小格里给2粒，第3小格给4粒，以后每一小
格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请您把这样摆满棋盘上所有的

64格的麦粒，都赏给您的仆人吧！”这一情境趣味十
足，能让学生对数列的增长模式产生浓厚兴趣，积极思

考麦粒数量的计算方法，进而理解等比数列的概念。

（2）在营造课堂氛围方面，有趣的情境能将原本沉闷的
数学课堂变得轻松愉快。比如在讲解函数图像的平移变

换时，教师可以创设“哆啦A梦的任意门”情境，把函数
图像想象成不同空间，平移就像通过任意门在不同空间

穿梭，这样的情境使学生在欢快的氛围中理解抽象的函

数平移规则。这种轻松的氛围让学生更愿意主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他们不再将数学学习视为负担，而是充满

乐趣的探索之旅，从而提高对数学学科的学习热情和积

极性，全身心地投入到高中数学学习中。

2.2  灵活性原则
第一，情境教学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因此一切情境创设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在备课阶段，

数学教师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班级每位学生的学习状

况，包括他们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等[2]。对

于基础稍弱的班级，在引入三角函数概念时，可以从学

生熟悉的摩天轮的运动轨迹情境入手，将摩天轮座舱的

高度变化与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联系起来，这样的情

境简单易懂，贴合他们的理解水平。第二，而在实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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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需要持续观察情境教学的效果。若发现所设

计的教学情境未达到预期教学成果，或者与学生的实际

学习情况不匹配，就必须及时调整。原本设计的以金融

投资收益计算为情境讲解数列应用，但学生在理解金融

概念上花费过多精力，影响了对数列知识的掌握，此时

教师就应果断更换情境，比如改为校园树木逐年增长数

量的情境。第三，情境教学也可根据教学中出现的新问

题对内容进行修改。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其学习情况

和表现处于动态变化中，教师要敏锐捕捉这些变化。如

在立体几何教学中，部分学生对空间向量法理解困难，

教师可在原情境基础上增加更多辅助理解的元素，或者

调整为更直观的实物模型搭建情境，以此为学生营造轻

松舒适的数学学习环境，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情境

中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

2.3  启发与鼓励原则
在高中数学学习中，由于知识难度高，不少学生虽

有学好的愿望，却因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方法而屡遭挫

折，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失败心理，学习积极性也随之

丧失。而情境教学法在此过程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彰

显启发与鼓励原则的价值。情境教学能够将数学中抽象

的内容转化为形象生动的呈现形式，使复杂的问题简单

化。在讲解导数概念时，通过引入汽车行驶速度变化这

一情境：汽车在不同时刻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那如何

精确描述某一时刻的速度呢？这种贴近生活的情境，能

引导学生思考，把抽象的导数概念具象化，降低了学生

理解的难度，从而提升他们掌握知识点的能力。当学生

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学习时，学习质量和效果会显著提

高。每一次在情境中成功解决数学问题，都会给学生带

来强烈的成就感。比如在利用线性规划解决资源分配问

题的情境中，学生通过建立模型、求解，最终找到最优

方案时，会真切地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这种成功感能为

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让他们坚信自己有学好数学的能

力。在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中，学生能感受到教师通过

情境设计所给予的启发与鼓励。这种鼓励就像催化剂，

将成功的体验转化为持续学习的动力，促使学生在高中

数学学习的道路上不断进步，克服重重困难，向着更高

的数学素养迈进。

3��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当中的具体运用

3.1  创建模型情境，提高学生的发展性思维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创建模型情境对于提升学生成

绩和综合素质意义重大。要助力学生在高中数学学习中

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双管齐下：一是降低学习障碍，

二是培育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热

情，并引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1）数学学习对
学生的能力要求颇高，空间想象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不

可或缺，同时还需要强大的心理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这

些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数学教师在长期教学中悉心

培养[3]。通过创建模型情境，教师可以为学生能力的发展

搭建有力的平台。（2）在立体几何教学中，教师可以利
用实物模型或借助计算机软件创建三维模型情境。以三

棱锥为例，教师展示三棱锥的模型，让学生观察其各个

面、棱、顶点的关系。然后提出问题，如求三棱锥的外

接球半径。学生在观察模型的基础上，需要运用空间想

象能力去构思外接球的位置，运用逻辑分析能力建立相

关的数学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困难，

但在模型情境的引导下，他们会尝试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问题，逐渐培养不怕困难的精神。（3）在函数教学中，
可以构建函数图像模型情境。通过绘制不同类型函数的

图像，如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让学生对

比分析其单调性、奇偶性等性质。这种模型情境能让学

生直观地理解抽象的函数概念和性质，培养他们的思维

能力，使学生在高中数学学习中更上一层楼，成绩得到

有效提升。

3.2  利用情境教学法，培养高中生的数学思维
高中数学作为重点学科，正确的数学思维和学习方

法，是提高数学成绩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因

素。高中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针对性的教学方

法，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学习方式放在重要位置。

科学有效的教学情境能够点燃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在讲解数列的通项公式

时，教师可以创设“猜数字游戏”的情境，给出数列的

前几项，让学生猜测数列的规律和通项公式。在这个充

满趣味的情境中，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努力挖掘

数字背后的逻辑关系。当学生置身于教学情境中时，他

们思考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会得到锻炼。比如在函数

单调性的教学中，教师创设“气温变化”的情境，通过

展示一天内气温随时间变化的图表，引导学生观察气温

上升和下降的区间，从而理解函数单调性的概念。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数学模型，培

养了思维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逐渐养成自主

学习数学知识的习惯。以立体几何中空间角的求解为

例，教师通过创设建筑设计中角度应用的情境，让学生

自主探索求解方法，进而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数学思

维。通过不断在情境中学习和实践，学生的数学思维将

得到有效提升。

3.3  问题情境的创建，趋于思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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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可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借助形象生动的故
事短片等形式来吸引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在讲解数

列极限概念时，可以播放一段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的

“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故事短片。阿基里斯是古希

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他和乌龟赛跑，乌龟在阿基里斯

前面100米的地方，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当阿
基里斯跑完这100米时，乌龟又向前爬了10米；当阿基里
斯跑完这10米时，乌龟又向前爬了1米……如此循环，
芝诺认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看似违背常理

的故事能迅速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引发他们的思考：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结论呢？进而引出数列极限的概

念，让学生在充满趣味的情境中对抽象的数学知识有更

深入的理解。（2）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也不可或缺。比
如结合小组讨论、实验演示等方法，进一步加深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认知。通过问题情境，学生在尝试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其独立思考能力能得到有效提升。教师要给

予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和机会，比如在提出问题后，让

学生先自主思考，再小组交流，最后全班讨论。这样可

以使情境教学更加完善，促使学生在后续学习中遇到问

题时能积极思考，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更好地应对数

学学习中的挑战。

3.4  生活情境的创设，增强数学实用性感知
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的影子，教师可以将这些素材

引入课堂。例如在讲解概率问题时，可以创设彩票中奖

概率的情境。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大家都知道

彩票，那你们知道中头奖的概率有多小吗？”然后引导

学生分析彩票的各种玩法和可能的结果，计算出中奖概

率。通过这个情境，学生能明白看似简单的抽奖背后是

复杂的数学原理，了解到概率知识在生活中的实际应

用。再如在讲解线性规划问题时，创设工厂生产安排的

情境。假设一家工厂生产两种产品A和B，生产A产品每
个需要消耗材料甲3千克、材料乙2千克，利润为500元；
生产B产品每个需要消耗材料甲2千克、材料乙3千克，
利润为400元，而工厂现有的材料甲为120千克、材料乙
为100千克，问如何安排生产能使利润最大化。学生需要
根据给定的条件列出不等式组，画出可行域，找到最优

解。这种情境让学生明白数学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生产，

提高效益，通过生活情境的创设，学生不再觉得数学是抽

象、无用的知识，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工具，从而

提高他们学习数学的热情和动力，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数

学学习中，提高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4]。

结语

总而言之，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展现出了无

可比拟的优势。遵循趣味性、灵活性和启发鼓励原则，

并巧妙运用多样化的情境教学策略，能够切实增强学生

的数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展望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化对

情境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不断优化和完善其在高中数学

教学中的应用，以期更好地助力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培

养更多具备创新思维和数学素养的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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