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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中数学导学案教学中的几对矛盾
夏 朴

江苏省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215512
［摘 要］导学案是时下非常风靡的一种教学工具袁因其自主探究的特性与理科内容有着天然契合袁所以特别

受以数学为代表的理科教学推崇. 在推进导学案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袁它在加强学生探究能力的
同时也存在着诸如教案与学案一体二用曰教师与学生谁为主体曰预习与负担是否同增的几组矛盾.

［关键词］高中数学曰导学案曰矛盾

导学案自主探究的特性袁让它更受
到以数学为代表的理科教学的青睐. 在
几年的数学导学案教学推进的过程中袁
我们承认导学案数学知识体系形成中

的自我建构作用袁但也存在着几对突显
的矛盾院教案与学案曰教师与学生曰预习
与负担.

襛 教案与学案是否能一体两用
数学教案与学案是自导学案产生

之日起就存在的一对矛盾共同体袁矛盾
的核心问题是有了导学案之后袁教师的
数学教案与学生的学案是一体两用的

还是各自独立的. 从现实的观察来看数
学教师在执行的过程中选择的往往是

一体两用院对于学生是学案袁而对于教
师则是教案. 这就出现了数学教师教案
不再以备课记录出现袁而是以一叠厚厚
的学案纸的形式呈现. 我们认为这种现
状是从重教的极端走向重学的极端的

表现. 而事实上袁教案与学案在本质上是
有区别的袁应当是各自独立的. 教案应当
体现教师的教学思路及对知识体系的

教学改造曰而学案主要以学生的学习思
路为主线袁侧重于助推学生的学习引导.
基于这样的认识袁我们以指数函数的教
学为例各别刻画学案与教案的编写思

路与结构.
首先袁作为新授课的指数函数学案

应以概念的建立为中心袁辅以简单的例
题作为概念应用的体现 . 所以指数函
数新授课的学案（片段）应当呈现如下

面貌院
1. 问题情境
设计指数函数相关的问题袁使学生

能够写出指数函数的具体例子袁例如呈
现出类似于野某种细胞分裂时袁每一次
每一个细胞都会分裂为2个细胞噎噎一
个细胞经过x次的细胞分裂后得到y个细
胞袁y与x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钥 冶的
几个问题袁让学生能够写出具体的指数
函数.

2. 概念呈现
针对具体指数函数设计问题袁使学

生能够抽象出指数函数的一般模型袁例
如设计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院野以上几个
例子中呈现的函数表达式有什么样的

共同特征呢钥 冶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上呈
现指数函数的概念院野一般地袁 函数y=ax

渊a>0袁a屹1冤叫作指数函数袁其中x是自变
量袁函数的定义域为R.冶

3. 例题应用

在了解指数函数的相关概念后袁可
以给出相关的例题袁以供学生对探究所
得知识的应用袁例如院野指出下列函数哪
些是指数函数袁 哪些不是指数函数院淤
y=2x+2曰于y=渊原2冤x曰盂y=原2x曰榆y=仔x曰虞y=
x2曰愚y=渊a原1冤x渊a>1袁a屹2冤. 冶

其次袁作为新授课指数函数的教案袁
虽然也就体现学习的发展历程袁但更应
展现出教师对课程内容的认知及捕捉

学生知识的盲点袁所以教案绝不能是上
述学案的复制袁而应有教师思想的体现.
因此袁教案的编写过程中除了上述知识
发展的历程外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教师

改造. 比如在概念呈现的过程中教案应
出现这样的几个问题院淤野在指数函数
的定义中为什么会出现a取值范围的限
定钥 冶其目的之一在于让学生真正认识
指数函数的本质袁其二在于让学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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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讨论的思想. 于野函数y=2x与y=x2有

什么样的区别冶其目的在于让学生认知
指数函数与幂函数形式上的区别. 在例
题呈现的过程中袁教案中呈现的不应仅
仅是例题袁还有基于学生认知水平的知
识追问院野为什么那些函数不是指数函
数袁如何改正使之成为指数函数钥 冶

透过以上分析袁我们认为教案与学
案不能一体两用袁而应各自独立袁至少
应当在学案的基础上能够看到教师对

教学的设计与对知识改造的痕迹.

襛 教师与学生是否能够主体
“独大”

对于教师与学生谁为主体的疑问袁
在教学理论中已有明确的解答野以学生
为主体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冶袁这里就不
再赘述. 这里主要讨论数学导学案教学
过程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是否都能

够以学案为主体袁将主体性发挥到最大
限度. 众所周知袁以导学案为媒介的课
堂中袁大量的时间是被放给学生进行数
学知识建构的袁这就导致了课堂的主导
权由教师转向了学生. 然而袁通过我们
对实践过程观察袁我们发现其实主导权
的转移袁未必能够带来学生主体性的最
大限度发挥并促成一个好的学习结果.
如下我们以数系扩充的导学案教学片

段为例对上述结论进行说明.
数系的扩充的导学案中我们设计

了如下的问题情境来促进学生新概念

的建构.
观察如下几个方程袁并思考如下几

个问题院
淤x2+2=0曰于x2+2x+3=0曰盂2x2+4x+

5=0.
渊1冤若想要这几个方程有解袁可将

上述几个方程能归结到哪个方程有解钥
渊2冤如果想要x2=原1有解袁你打算如

何处理钥
通过教学过程的对比我们发现袁在

能力水平较高的班级的课堂上学生能

够较为积极地思考并与同学和教师进

行相关问题的讨论袁在短时间内就完成
了有关复数概念的建构过程曰而在层次
较弱的班级上课时袁大多数学生对上述
几个问题表现得无从下手袁讨论很难进
行下去袁迫于这种窘境袁教师不得不再
次对问题进行修正院

渊1冤大家尝试着去求解这些方程袁为
什么它们没有根呢钥
渊2冤上述几个方程能否表示成x2=原1

呢钥 可以的话袁 能说明上述方程有根能
够概括为什么方程有根钥

虽然仅仅是将设计的问题做了简

单的增加与删除袁但在这时层次水平弱
的学生反映与第一次的反映完全不同袁
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他们不再呆看袁而
是尝试用求根公式来求解方程曰在思考
第二个问题时袁他们则能够按照提示给
出的形式将原方程化成完全平方的形

式. 这就说明了在面对不同能力层次的
学生时袁我们并不能完全按照数学导学
案上的设计来进行教学袁一定要针对具
体的对象权衡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

分量袁在能力层次较高的班级可以充分
放权袁让学生自由地发挥主体性袁而在
能力层次较一般的班级上更应多一些

合理引导袁以教师为主导袁适当放权袁从
而处理好导学案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

生能否主体野独大冶的矛盾.

襛 预习与负担是否在同时增加
在实践导学案教学的过程中袁我们

发现教师们对于导学的态度被分成了

两派袁一派是支持导学案教学的袁他们
认为与之前的教学相比导学案能够给

学生预习提供指向袁从而夯实了预习环
节袁扭转了课前预习不实的局面曰另一
派则对导学案持一种反对态度袁原因在
于许多不合格的导学案往往成了追求

进度的工具而变成典型问题的集合袁实
际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其实袁他
们的认识均有一定的道理袁但个人认为

不管导学案究竟是成为帮助学生建构

数学知识的工具袁还是成为增加学生负
担的分量袁其关键在于编写教案的教师
能否尊重学生已有数学知识基础袁能否
设计出恰当的情境来引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袁能否按照数学知识发展的过程来
层层递进. 如下文章以随机变量及概率
分布学案的预习片段对上述论点进行

说明.
问题一院在我班随机抽取一个学号袁

10号被投到的可能性能用数字来表示
吗钥 这涉及曾经学过的什么知识钥

问题二院观察下列几个随机试验袁想
一想除了概率值外袁在这些随机实验中
还有哪些与数字相关钥 这些数字是固定
不变的吗钥

淤投掷骰子的试验曰于D31火车到站
时间曰盂射击命中环数曰榆种树100棵成
活的棵数.

问题三院这些不断变化的量能够用X
来表示吗钥 这些都对应着某一个概率吗钥

问题四院 这种对应与函数自变量与
应变量的对应有相似之处吗钥 如果有类
似之处我们可以怎样理解X呢钥

我们预习设计并未罗列大量的计

算习题袁也就不存在关于学生负担增加
的现象. 再看我们的预习设计院首先袁问
题串起始于必修3中随机现象和概率问
题袁这是尊重学生知识现状的表现曰其
次袁在将学生引向随机变量的过程上选
择了源自于现实的例子袁而不是人为制
造了数学例题袁相比于纯粹的数理源自
于现实的例子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曰最
后袁观察这些问题串不难发现其按着逐
步递进的原则袁由概率与随机试验到随
机试验的结果再到随机试验结果的抽

象表示袁一点点地逐步逼近随机变量的
概念建构袁体现了问题设计要按照知识
发展的脉络层层推进的原则. 通过我们
教学实践的反馈袁可以断言只要导学案
按着尊重学生尧引发兴趣尧遵循知识发展
脉络的原则来编写一定是不会增加学

生学业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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