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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探究型教学的着力点分析
朱建霞

浙江省衢州市第二中学3240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化，探究型教学遍地开花，其着力点在哪里？首先，必须从观念入手，注重激活 

学生探究的欲望；其次，要科学设置阶梯，发展学生的探究技能与探究能力；此外，在探究性问题的 

设计上必须顾及所教班级学生整体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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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倡导探究型教学，在学 

习活动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探究性 

课堂教学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它尤为 

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分析和学生对 

于知识掌握的过程的体验，提倡学生提 

炼已有的数学知识和经验，对新知识进 

行分析探讨，与教师、同伴进行互动、交 

流，从而使得自身的思维向多元化发 

展，也使得探究性教学的多维目标得以 

体现，现今髙中数学课题研究中把“探 

究性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作为一个 

重要的课题，笔者在平时的教学中也有 

自己的思考，先就髙中数学探究型课堂 

教学的几个方面的着力点进行分析.

襛 帮 助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的 思 想  

观念 ,激活学生的探究欲望

初、髙中生在问题的处理能力上已 

经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了，因此，髙中数 

学教师对于学生探究式学习首先要做 

到把学生的思想观念改变过来，让学生 

知道探究性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 

且着重去培养学生探究的兴趣.那么， 

究竟该怎样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让学

生迈出探究性学习的第一步呢？学生对 

数学探究性学习产生内在兴趣是一个 

综合教育学、心理学的复杂的个体行 

为，其形成的过程也是复杂的，必须在 

学生具体实际的学习活动受到外因的 

刺激下才能慢慢产生和形成，因此，笔 

者在教学活动过程中，非常注重挖掘数 

学学习中生活层面的特征，注重从学生 

最易于掌握的思维活动出发，及时而又 

恰当地把握学生情感动态与知识传授 

的切人，把知识教学带进情境中，激活 

学生对于知识主动探究的好奇心和欲 

望，使得课堂教学活动得到有力的推进 

与发展.

比如，在“等比数列”的探究活动中， 

知识点是比较复杂和抽象的，但幸好此 

部分内容可以从生活的层面来进行提 

炼，把抽象的变成具体的.因此，笔者把 

这个知识点的学习渗透进学生比较熟 

悉的“传球”项目中，从生活实际层面，创 

造出教学的情境，提出问题，使得教学 

活动变得生动、有趣且具体化，学生心 

中自然也就产生了新奇的感觉，对于知 

识点的掌握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许多.

问题情境的设定如下:A 、B、C三位 

同学练习相互传球，从A 同学开始并且 

记为传球的第一次，大家相互传球，方向 

不固定，传球5次以后，球回到A 的手上， 

请同学们试想一下，这个过程中一共有 

几种不一样的传球路线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把教师要教的知 

识点穿插进了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活实 

际中，学生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数学运用 

的趣味性，立马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活 

动:野上体育课的时候，怎么没有留意这 

个问题呢？究竟有几种？我来想一想、试 

一试学生内在的心理活动变得活跃 

了，对于知识的探索也就变得积极了，在 

知识的学习上表现出了求知的欲望，这 

样情境问题的设置帮助学生认知水平 

提升的同时，还能使得学生在观察、思考 

实际生活中数学现象的意识增强，慢慢 

积累、提升自己的数学素养.

襛 充 分 发 挥 教 师 的 主 导 性 作  

用 ,培养学生探究的技能

新课程强调注重培养学生探究、实 

践的能力，但是，学生每个个体之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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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水平、情感态度等均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自然也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探究的能力上有差异性.那么，作为髙 

中数学教师，在数学教学的活动中，应 

该怎样帮助学生建立、提升自己的探究 

能力呢？笔者认为探究性学习中虽然学 

生是主体，但是不能忽视教师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既要欣赏学生 

在学习中的探究努力和过程，又要在学 

生需要点拨和帮助的时候，对其进行引 

导和指点，帮助学生在探究知识关键的 

理论和方法中，教会学生探究的技能， 

使得学生学会借助数学各个知识点纵 

向、横向的内在关联，慢慢将探究学习 

的技巧和方法用于整个数学知识体系 

的学习构建中，从而使得学生自我学 

习、展示、分析、解决、运用的能力得到发 

展和提髙.

要想使学生在髙中数学的学习中 

学会探究的技能， 也是有方法的. 笔者 

觉得首先是数学学科知识点本身是否 

具有探究性，然后由其探究性开始，留 

给学生质疑、分析、探究的时间和空间， 

让学生自己去经历发现、思考、解决所 

面对的问题，由于学生一时的不适应、 

思维缜密度不够等原因，在学习探究的 

开始阶段或许有难度，但是当学生的探 

究意识建立形成以后，探究的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再加以点拨和引导，参与学 

生的合作探究，给学生探究活动增添助 

力，学生不光能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 

有了基本的掌握，也会使得学生探究问 

题的技能得到提升，还会反思探究学习 

中自己应该注意的一些方面，从而一个 

阶梯一个阶梯地达成自我能力的提升.

比如说，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 

设置了这样一题:有这样一个函数f (x) =

2sina蓸2x- | 卜b，它的定义域是0，i ，

且 1和-5是该函数的最大、最小值，请 

问，a与b应该各为多少？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难度 

不小，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解 

题的方法直接教给学生，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也是被动接受且枯燥单调的，有 

相当一部分学生即使知道解题方法，他 

们的思维也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因 

此，在教学中，笔者舍弃了传统教学中 

“老师包办”的教学方法，立足学生的认 

知基础进行引导：野先前我们在学习函 

数时，也遇到过已知某函数的最大、最 

小值，试求字母a、b的大小的题目，同学 

们，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学生通过关 

联知识的迁移进行思考和分析并且进 

行问题的解答，在学生解答的基础上， 

笔者再把学生中相对有特点的解答方 

法进行集中展示，并且引导学生与教师 

一起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总结， 

使得学生在交流总结中找到这类题目 

解决方法的突破口 ：野尝试逆向思维分 

析解题、牢固掌握正弦函数的性质并能 

综合灵活运用”，并且在分析讨论交流 

时，学生在自己或者他人的解题思路中 

还能发现这类题目解决方法和思路上 

容易错的地方：野在自主分类探究讨论 

的时候，对大小极值的求法

襛 分 层 设 计 问 题 ，促进全体学 

生探究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这里的学生指 

的是课堂上全体学生，但是同一个班级 

中的学生个体差异比较明显，因此，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各个层面 

学生的发展，注重每个学生在探究性学 

习中能力的发展，确保每个学生在数学 

知识的学习上知识与能力齐头并进、长 

足进步.

但是毕竟每个学生原有的水平状 

态以及对于新知识的吸收和探究能力 

是不一样的，所以，教师在同一个知识 

点的教学过程中，对于关键知识点的情 

境设计和引导学习上要关注到学生的

层次性，使得情境问题的设计能够碰触 

到每个层面的学生，让每个学生在探究 

学习中都能有所体会，从而触动每个学 

生的思维激发，再通过学生之间的合作 

互助带动能力暂时落后的学生，获得学 

生整体水平的提髙.

比如说，在进行“简单的线性规划问 

题”这块知识的教学时，考虑每个学生不 

一样的知识能力的水平，笔者可以设计 

出难度不一样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 

考以期获得有效教学的整体性发展.

1.  就学习上暂时落后的学生而言， 

设置问题时应着重考虑问题的基础性，比 

如，已经知道三个点P (0,0)，P2(1 ，1)，

P3蓸j ，0蔀，那么哪些点在方程3x+2y- l 逸

0所表示的平面区域内呢？

2.  对于学习能力尚可的学生来说， 

对于预设问题的难度就可以稍微提髙 

一点了，比如：野已知直线2x+y-8=0与直 

线x-2y+1=0相交，现另有一直线经过这 

两条直线的交点且与两坐标轴相交，在 

坐标轴上相交产生的截距相同，试求该 

条直线的方程

3. 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讲，在 

预设问题时就要注意问题的创新和提 

髙了，比如:野在AABC中，顶点A为(3，-1 )， 

顶点C与边AB中点的连线所在的直线方 

程是3x+7y-19=0,另边AC上的髙所在的 

直线方程是6x-5y-15=0,那么，三角形边 

BC所在的直线方程是什么？”

总之，为了促进学生有效探究，教师 

在组织教学前，不仅要做好知识与教学 

的准备，还要掌握髙中生的心理特征和 

数学水平现状.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 

学习，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很多习惯和品 

质已经初步养成，数学学习的能力也有 

了一定的积累，不过仍需要提髙，因此我 

们要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需 

要我们教师科学引导，才能促进学生探 

究能力与知识水平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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