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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探究是学生学习数学的一种基本方式,注
重以学生为本,让学生经历知识的自然生成过程,
经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积累数学活动

经验、发展思维培养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数
学具有高度抽象性的特点,未经过自主体验、感悟

与生成的“被告知”或“被模仿”的数学知识,无法在

学生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应立足教材,以概念、原理、公式、例题等知

识为载体,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适时铺设不同形

式的探究之路,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调动

学生探索的热情,引导学生在不断的思考、探究与

追问中自然地实现课堂的有效生成. 以下笔者结合

多年的数学教学实践,谈谈立足教材开展探究性教

学的几点体会.
1 创设情境,唤起探究热情

数学知识具有高度凝练性、抽象性等特点,特
别是数学的高度抽象性让学生难以体会到数学知

识的意蕴,难以体会当初数学家发明创造时的“火
热的思考”. 创设源于学生生活的情境会让学生更

有亲近感,以此为载体的数学知识也最能给学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在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精心创设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情境,引发学生强烈的“欲达彼岸”的心理需求与

“乐此不彼”的求知欲,推动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参与

探究,从而实现“精彩地铺垫,自然地生成”.
案例 1 高中数学新教材(人教 A 版)必修第二

册“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定义”引入.
问题 1 在“直线与平面平行”学习中,我们将

“直线与平面平行”转化成“直线与直线平行”研究,
体现了“平面化”与“降维”思想. 那么,“直线与平面

垂直”是否也可以转化成直线与某些元素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呢?
教师将书本竖放在讲台上(如图 1),又提出如

下问题.

图 1

  问题 2 请同学们打开数学课本,把它直立在

桌面上,观察书脊所在的直线与桌面有怎样的位置

关系?
问题 3 为了使书脊与桌面 α 垂直,书脊所在

直线的 AB 与各书页和桌面交线具有什么样的位置

关系?
问题 4 为了使书脊与桌面 α 垂直,书脊所在

的直线 AB 与桌面上任一条不过点 A 的直线有什么

样的位置关系? 为什么?
问题 5 通过以上的观察,你认为应怎样定义

直线与平面垂直?
设计“问题情境”不仅仅是为了引出话题,更应

该蕴含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本质. 案例 1 精心创设

可望、可及、直抵问题本质的真实情境,问题 1 渗透

类比、转化与降维思想,问题 2 让学生感知直线与平

面垂直的典型实例,问题 3 和问题 4 分别点出了直

线 AB 与平面 α 内的直线的两种垂直关系(相交垂

直与异面垂直),问题设计简洁精炼却直抵数学本

质,不仅让学生找到了知识的生长点,而且有效刺

激了学生的大脑,唤起了学生探究的欲望. 教师在

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验的前提下,引导学

生主动、深层次地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让学

生经历观察、实验、分析、抽象、概括的过程. 通过师

生、生生之间实质性的探究活动,催生了建构概念

的智慧,“直线与平面垂直”定义的生成已是水到

渠成.
2 激活过程,体验探究乐趣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任务不是把现成的知识

灌输给学生,而应该让学生体验知识的产生与发展

过程. 因此,教师要围绕课堂教学目标,在了解学生

已有数学活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沟通

交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通过观察、操作、
分析、比较、归纳、猜想、验证等数学思维活动,引领

学生在概念的形成过程、定理的推导过程、结论的

揭示过程中把研究的事物从某种角度看待的本质

属性抽取出来,让学生经历完整的数学抽象过程,
提升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

案例 2 高中数学新教材(人教 A 版)必修第二

册“二面角”概念的教学片断.
师:同学们在初中已经学习了角的概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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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角是怎么定义的?
生(众):从平面上的一个定点引出两条射线,

这个定点与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称为角.
师:请大家模仿平面几何中角的概念来定义二

面角.
生 1:把角的概念类比到空间,定点则变成了定

直线(即棱),由定点引出的两条射线就变成从这条

棱引出的两个半平面.
师:很好! 我们把角的定义中的每一个元素升

级到空间中的元素,就得到了“二面角”的概念. 大
家来观察一下多媒体中不同形状的二面角模型(教
师多媒体展示二面角的各种模型,以加深学生对二

面角概念的理解).
师:我们应该如何刻画二面角的大小呢? 想一

想生活中有否存在二面角的实际模型?
生 2:教室的墙面与地面、打开的笔记本电脑、

翻开的课本都是二面角的空间模型.
师:对,请大家转动课本的书页,思考应该怎样

度量二面角的大小?
(学生探究、讨论)
生 3:二面角既然称为“角”,就能够用一个确定

的平面角来刻画.
师:不错! 哪一个平面角能担负此重任呢?
师(见一些学生感到茫然,教师追问):平面角

的顶点应落在哪一个位置? 角的两条射线该如何

放置,才能合理地刻画二面角呢?
(教师让每个学生拿出一张纸,引导学生动手

操作:纸对折后是一个二面角,过棱上的一点在两

个半平面内尝试各画一条射线,然后让学生观察如

何刻画二面角的平面角. 小组合作探究、交流. )

图 2

生 4:如图 2,在棱 l 上取

一点 O,在半平面 α、β 内分别

作射线 OA、OB,使 OA⊥ l,OB
⊥l,则射线 OA、OB 所组成的

∠AOB 能够度量其大小.
师:点 O 是如何确定的?

能否在 l 上取其他的点呢?
生 5:应该可以,我在棱 l 上再取点 O′,在半平

面 α、β 内作射线 O′A、O′B,使 O′A⊥l,O′B⊥l,依等

角定理可知,∠AOB =∠AO′B,因此这样作出的角与

点 O 在棱 l 上的位置是无关的.
师:概括到位! 如果把这个角叫做二面角的平

面角,大家觉得合适吗?
生 6:我在棱 l 上取一点 O,在半平面 α、β 内分

别作射线 OA、OB,使得 OA、OB 与直线 l 的夹角都为

60°,射线 OA、OB 所组成的∠AOB 也是确定的,所以

我认为∠AOB 也可以度量二面角大小.

师:生 6 说得也有道理! 哪一种作法更恰当呢?
师(见没有学生发言,教师进一步追问):请大

家将二面角的一个半平面放在桌面上,把另一个半

平面绕着棱 l 转动,当两个半平面重合时,它们都落

在桌面上,此时平面角分别为多少?
(学生操作、思考)
生 7:当两个半平面都落在桌面时,平面角是

180°;当两个半平面重合时,平面角是 0°. 只有当 OA
⊥l,OB⊥l 时,作射线 OA、OB 组成的角∠AOB 才是

0°和 180°. 因此当 OA⊥l,OB⊥l 时,∠AOB 表示二

面角的平面角最合适.
师:生 7 分析很透彻! 同学们一起来归纳“二

面角的平面角”定义. . . . . .
“二面角”的概念是一个难点,突破难点的关键

是利用某些具体材料进行铺垫,当学生大脑中有了

直观的雏形后,教师再引导学生探究,从具体到抽

象、从现象到本质,让学生参与概念建构的全过程.
案例 2 中,教师为学生营造平等的对话时空,并扮演

好“穿针引线”的角色,引导学生观察、分析,操作、
交流,把学习新知的过程,变成学生“再发现”、“再
创造”的过程. 通过深度探究,一个个疑惑点的探析

与破解,学生亲身经历“二面角的平面角”概念的建

构过程,不仅掌握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且品尝了

“数学发现”的心路历程. 思维对话的过程,正是学

生的思想经过激烈的分歧和斗争,不断地融合统

一,进而实现升华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由形

到数、由具体到抽象的转化. 通过这样的深度学习,
学生对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才能更自然、更深刻,
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方能落地.
3 拓展教材例习题,深化探究能力

教材中的例(习)题是经过专家精心构思、反复

推敲之后选定的,具有起点低、入口宽、视角开放等

特点,为教师科学合理地实施课堂教学提供了典型

范例.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完成例

(习)题的学习后,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多角

度、多层次地进行引申、拓展,为学生提供教科书之

外的广阔的探究空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使学生的思维提高到一个由例及类的档次,达到一

题串一簇,一题联一线的境地. 经常这样做,学生身

上就能喷发出创新的“火花”,数学核心素养才能得

到真正的提升.
案例 3 高中数学新教材(人教 A 版)数学必修

第一册第 101 页复习参考题 3 第 8 题.

证明: ( 1 ) 若 f ( x ) = ax + b, 则 f (
x1 + x2
2 )

=
f(x1) + f(x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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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 g ( x ) = x2 + ax + b, 则 g (
x1 + x2
2 )

≤
g(x1) + g(x2)

2 .

为了深度挖掘本题目背后所蕴涵的思想,展现

其本质属性,教师有意将该题留在学生学习了指数

函数与对数函数后的复习课中,引导学生探究. 学
生证明了本题后,教师又列举了几类函数,引导学

生归纳出结论:
(1)对于任意的 x1,x2∈R,若函数 f(x) = 3x,则

f(
x1 + x2
2 )≤

f(x1) + f(x2)
2 ;

(2)对于任意的 x1,x2∈(0, + ∞ ),若函数 f(x)

= log2x,则 f(
x1 + x2
2 )≥

f(x1) + f(x2)
2 ;

(3)对于任意的 x1,x2∈(0, + ∞ ),若函数 f(x)

= x,则 f(
x1 + x2
2 )≥

f(x1) + f(x2)
2 .

然后,教师请学生画出这几类函数的图像,引
导学生探究更一般的结论. 学生通过总结,提炼出

了凹凸函数的性质:
若定义在区间 I 上的函数 y = f(x)是凹函数,则

对 x1,x2∈I,有 f(
x1 + x2
2 )≤

f(x1) + f(x2)
2 (如图 3);

若定义在区间 I 上的函数 y = f( x)是凸函数,则对

x1,x2∈I,有 f(
x1 + x2
2 )≥

f(x1) + f(x2)
2 (如图 4).

图 3
  

图 4
通过挖掘习题的教学功能,引导学生进行有

序、科学地探究,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知识,领悟蕴

涵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生成新的“生长点”;有助

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的学习习惯,引领

学生从表层学习走向深层学习,提升数学抽象、逻
辑推理、数学建模型等数学核心素养.

数学探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协同学习、互动交

流的机会,有利于数学知识的“再发现”、“再创造”,
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深层参与,是现实且有效的学习

方式.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教材的

隐性价值,富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资源,适时引导

学生开展有序、科学的探究活动,引领学生在交流

中探究,在探究中创新,使学生获得非预期的生成

性发展,让数学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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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理性精神的几点做法
∗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初级中学 (214400)  钟珍玖

  数学课堂教学应该在类比、归纳、猜想中培养严

密逻辑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精神,在探究、发现、问题

解决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提倡问题开放、
思维发散和多样性中培养自由思想,在大胆质疑中追

求真理,让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地生根.
1 关于理性精神

在哲学中,理性是指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
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后,以
推理方式,推导出结论的这种思考方式. 从数学发展

史来看,数学被看成一种理性的解释系统,为数学创

造了不依赖现实世界的思维创造系统,所以 M.克莱

因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

理性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

到最为完善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

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有关人

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
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

的内涵. ”从数学本身的特点来看,数学的严谨性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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