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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眼点 、着手点和着力点
樋 甘肃省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雷忠兴

数学探究的目的在于知识的建构 、观念的形成和

方法的领悟 ．对于“探究性学习”这一概念 ，国内相关

研究对其有着多种理解和定义 ，但无论如何解释 ，始

终都需牢牢把握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关键所在 ．一般来

说 ，探究性学习就是类似于科学研究的一种学习方

式 ，当特定到数学这门学科时 ，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

生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内化知识 ，学会科学

地学习 ．新课改风向标下 ，实施数学探究性学习的理

念备受关注 ，其必然性显然已成共识 ，但如何开展

呢 ？笔者认为 ，基于数学学科特征与数学新课程标准

的要求 ，探究性学习的实施策略如下 ：

一 、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眼点 ：设疑引路

探究性学习主要强调让学生亲历知识的发展 ，经

历完整的科学研究 ，实现再发现和再创造 ，从而这个

过程是开放的 ．问题是探究性学习实施的核心 ，是开

放式学习活动开展的依据 ．教师只有准确了解学情 ，

深入研究教材 ，设计合理而有效的问题 ，通过设疑来

引路 ，才能激发学生的数学探究 ，促进探究性学习的

开展 ．因此 ，设疑引路是探究性学习应该着重考虑和

关注的首要问题 ，是教师设计探究活动的着眼点 ．

（一）设疑于导入处

作为一节课的开场 ，课堂导入意义重大 ，课堂导

入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因此 ，教师应在导入

处设置问题 ，巧妙设疑来营造一种激活思维的氛围 ，

从而让之后的探究性学习更有效 ．

案例 1 　 函数及其表示
问题１ ：某物从静止状态开始从高空 h（m）自由下

落 ，其下落位移 y（m）和下落时间 x（s）间的近似关系
式是 y ＝ ４ ．９ x２

．若该物下落 ２s ，则此时下落位移是多
少 ？

问题 ２ ：下表为几个不同气压下水的沸点 ：

气压 ／１０
５ Pa ０ k．５ １ 弿．０ ２ 吵．０ ５ 鬃．０ １０  ．０

沸点 ／℃ ８１ 鞍１００ 腚１２１  １５２ 3１７９ W
（１）表中两个变量间有何关系 ？

（２）你还可以提出哪些问题 ？

（３）以上问题有何特点 ？

设计说明 ：当课堂导入跳出单一的学习内容层

面 ，设计出利于学生探究的问题时 ，不仅能还原数学

本来面目 ，更重要的是能够带给学生最佳的探究性学

习状态 ，这显然有助于扭转教师过度牵引和学生被动

接受的局面 ．在案例 １中 ，教师设疑于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 ，使学生产生较强的探究欲 ，驱动学生的自主学习

行为 ，从而使探究性学习真正发生 ．

（二）设疑于疑难处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可激起思维的浪花 ，可以使

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以极大的热情向着知识

的深层次探索 ，强有力地调动大脑内储存的所有信

息 ，从而让探究活动灵活而有效 ．因此 ，教师应设疑于

学生的疑难处 ，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他们的

深入探究的兴趣 ，让其主动参与到探究活动中去 ，充

分调动相关信息进行有效性思考和创造性探究 ．

案例 2 　 设函数 y ＝ x４

＋ （２m － １）x２

＋ m（０ ≤ m
≤ １）恒为正值 ，求 x的取值范围 ．

学生由于思维定式易产生以下错解 ：由 Δ ＝ b２ －

４ac ＜ ０ ，可得
２ － ３

２
＜ m ＜

２ ＋ ３

２
．若取 m ＝ １０ ，则

有 Δ ＝ １９２ － ４０ ＞ ０ ，显然与 y ＝ x４

＋ １９ x２

＋ １０ ＞ ０

矛盾 ．

师 ：这是什么原因呢 ？ 想必你们都听说过“反客

为主”的典故吧 ！ （学生开始小声讨论）

师（拾级而上） ：我们可以对该函数变形 ，得出

y ＝ （２ x２

＋ １）m ＋ x４

－ x２
（０ ≤ m ≤ １） ．

生 ：哦 ，我明白了 ⋯ ⋯

设计说明 ：教学是一门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需

要教师以高超的教学技艺 ，为探究性学习提供助力 ．

在案例 ２中教师巧妙设疑 ，启发学生去质疑和研究问

题的深层结构 ，使其透过问题的表象看清本质 ，从而

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本质和意义 ．

3 ．设疑于重点处

数学的抽象是众所周知的 ，尤其是高中数学中有

些概念和定理艰涩难懂 ，倘若教师能针对这些教学重

点巧妙设疑 ，创设矛盾 ，诱导学生发现 、探究和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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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激励他们积极探疑 、主动释疑 ，从而获得知识 ，

提升能力 ．

二 、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手点 ：学法指导

操作 、思考和应用是探究性学习的主要环节 ，还

是展示学生综合能力的依据 ．教师只有从日常的教学

实践开始给予学生精确的学法指导 ，准确指导学生去

“做” 、去“思” 、去“用” ，才能让学生具有一定的探究学

习能力 ，才能真正做到学习上的准 、精和简 ．因此 ，精

确而有效的学法指导是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手点 ．

案例 3 　 任意角
问题 １ ：黑板上的模型正是闹钟上的当前时间 ，若

此时快了 １０分钟 ，你觉得该如何校对 ？若慢了 １０分

钟呢 ？若慢了 １小时 １０分钟呢 ？ （展示纸质的钟表模

型 ，并将其固定于黑板上）

问题 ２ ：刚才的演示和问题中均出现了一些角 ，你

觉得这些角和已学的角哪些不同之处 ？ 你可否给出

它们的数学表征 ？ （PPT 展示东京奥运会中中国跳水
运动员的跳水片段 、传动中的机械齿轮 、旋转中的风

力发电机等）

问题 ３ ：根据上述例子 ，可以发现现有的角的范围

已经无法区分某些现象 ，所以需要将“角”的范围进行

扩张且给予其新的定义 ，你们觉得该如何更加科学地

给出定义呢 ？请分组讨论并谈谈你的想法 ．

问题 ４ ：上述的钟表实验 ，对于拨快和拨慢 １０分

钟这两种情形 ，分针旋转的角是否相等 ？ 请说明理

由 ．

问题 ５ ：试着在白纸上画出以下度数的角 ：４５° ，

－ ９０° ，－ ４５０° ．

问题 ６ ：① 当需要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表示任意

角时 ，该如何规定才能更加合理方便呢 ？

② 思考并说一说 ，角的终边所在位置有哪些不同

的类型 ？

问题 ７ ：① 试着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作出 ４５° ，

４０５° ，－ ３１５°的角 ，并找一找它们有何共同之处 ．

② 和 ４５°的终边相同的角共有多少 ？这些角在数

量上和 ４５°相差多少 ？

③ 所有和４５°角终边相等的角（包括４５°角） ，可构

成一个集合 S ，请试着运用描述法表示 S ．

设计说明 ：通过情景设置进行铺垫 ，让学生亲眼

去看 、亲手操作 ，引发认知冲突 ，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

创造欲望 ．之后通过主动思考去自主发现和探究问题

的解决策略 ，让数学概念自然生成 ．整个过程中 ，学生

借助画图过程感知象限角的概念 ，在实践操作中亲身

体验 ，在合作讨论中有所领悟 ，不断进行知识的再创

造 ．

三 、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力点 ：多重历练

课堂教学中的多重历练是指为实施探究性学习 ，

围绕特定教学目标 ，优化教学设计 ，使学生经历猜想 、

讨论 、总结和综合等多重历练 ，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思

维 ．多重历练是学生主动探究的依据 ，指引和调节学

生建构知识和完善认知体系 ．因此 ，经历多重历练是

实施探究性学习的着力点 ．

案例 4 　 等比数列求和
问题 １ ：据 an ＝ a１ qn －１ 与 Sn ＝ a１ ＋ a２ ＋ ⋯ ＋ an这

两个公式 ，可以得出什么 ？学生经过猜想和思考很快

得出结论 Sn ＝ a１ ＋ a１ q ＋ a２ q ＋ ⋯ ＋ a１ qn －１ ．　 ①

问题 ２ ：已知等比数列 an 的首项是 a１ ，公比是 q ，

试求 S１ ，S２ ，S３ ，Sn ．

学生经过思考后 ，易得出 S１ ＝ a１ ，　 ②

S２ ＝ a１ （１ ＋ q） ，　 ③

S３ ＝ a１ （１ ＋ q ＋ q２ ） ．　 ④

问题 ３ ：④ 式和 １ － q３ ＝ （１ － q）（１ ＋ q ＋ q２ ）有何
关系 ？

问题 ４ ：（１）当 q ≠ １时 ，④ 式还可以转变成 S３ ＝

．　 ⑤

（２）倘若也将 S１ ，S２ 转化为 ⑤ 的形式 ，可得 S１ ＝

，　 ⑥

S２ ＝ ．　 ⑦

（４）根据 ⑤ ⑥ ⑦ 三个式子 ，设当 q ≠ １时 ，猜想 Sn

＝ ．　 ⑧

问题 5 ：试着推导 ⑧ 式 ，并推导当 q ＝ １时 S n的公

式 ．

设计说明 ：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给予指导 ，并及

时放手 ，让学生积极猜想 、推导和证明 ，感受思考的过

程 ，既有独立思考 ，又有合作探究 ，知识在探究中清晰

而深入 ，思维在思辨中锻炼而升华 ，进而培养创新思

维能力 ．

总之 ，探究性学习是一个慢中求悟 、探究推导 、

自然生成的过程 ．所以 ，课堂上教师需着眼于设疑引

路 ，着手于学法指导 ，着力于多重历练 ，从分析教学

内容和学习条件开始 ，以准确把握具体学情 ，促使探

究性学习的有序实施 ．通过探究性学习的实施 ，不但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还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 ，真正做到富有创造性地学习数学 ，真正意义上培

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真正有效提高核心

素养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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