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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会学习’’的过程中发展创新思维
孙金霞石海峰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中学214401

[摘要]在记忆和模仿eee,,累，在转化和迁移中完善，在探索和创新中升华，这是学好数学的必经之路．那

么，要学好数学就要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形式，从而让数学学习走上持续发展、

不断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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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若想提升

成绩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刷题”．片面

认为题目“刷得多”才能“刷得全”．“刷

得全”才不会在考试中失分．然高考考

查的是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质．数学题目变化莫测．若单独依靠“刷

题”．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

利于实现有知识、有内涵、懂合作、会创

新的新时代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教

学中必须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的学

习方法体系和学习习惯．从而让学生

“会学”．

(研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大多数学生的智力水平相差不大．

尤其是高中学生．他们是按照分数录取

的．其智力水平相差更小．那为什么到

了高中后成绩却千差万别呢?究其原

因．这与学习习惯有关．与初中学段相

比．高中学段的数学无论从知识的难度

还是从知识的广度来看都有了明显提

高。如果学习依旧依赖教师“教”，会使

学习因缺乏思考而变得低效．因此．教

学中必须培养好的学习习惯用来打破

“被动学”的学习状态．那么．何为学习

习惯?如何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呢?

学习习惯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如

预习习惯、认真审题习惯、思考习惯、总

结和反思习惯等都是学习习惯．它是在

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长期坚持

和不懈的努力．

1．周密思考的习惯

虽然解决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解

题思路和方法．然其求解过程不能臆

造．必须有理有据．因此在数学学习时

必须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在教学中可

用班级为单位．通过培养踏实、严谨的

学习风气．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养成周

密思考的习惯．

例如．教师给出了一道关于等比数

列的题：数列{％}满足％=2&。(n≥2)，aI=

1，求通项公式吼．

根据学生的情况反馈．大多数学生

给出了以下这样的解题过程：

因为‰1=2S。，a=2S．．1，

所以‰1—％=2(S⋯-S。)=2％，
所Ha+1=3a，又口l=1，

所以{％}是一个以o，=1为首项，公

比为3的等比数列， 以an=alg”1=3“．

在解题过程中，因为仅考虑了％和

S一。的关系得出了％，=3a，便求得了通项

公式a=3“．显然这没有用到已知条件中

n的取值范围．因此该答案存在问题．在

细致思考后．学生继续推导：

a2=2Sl=2al=2，即从第二项开始(％=

2)，{an}是一个公比为3的等比数列．所

以。：P‘1，
“I 2x30-2．玷≥2．

在解题过程中．若大部分学生因思

考不够周密而造成错误．这时需要教师

将错误直接展示出来，通过班内交流．共

同探究错因．让学生在交流中突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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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在解题过程中养成严谨的思维．

2．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

若想在高考中使得数学能力发挥稳

定．灵活应对各式各样的题型．则不能依

赖教师的单一“传授”．而应通过教学情

境的创设、分层问题的设置等有效教学

手段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从而

使知识应用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例如．在学习了函数奇偶性概念后，

教师设计了如下习题让学生独立思考：

(1)判断函籽(z)2专一下≥的奇
偶性：

(2)已锹z)2÷一苫≥为奇函数，
求。的值．

为让学生可以通过独立思考解决

问题．教师在设计题目时采用了分层问

题教学手段：第(2)题的函数带有参数，

一般解决这类问题都需要进行分类讨

论，若没有第(1)题过渡，则第(2)题很

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同时．通过这

样分层问题的设置有利于学生认知结

构的建立．从而实现“会一题会一类”的

目的．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可见．教师

在教学中除了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时

间和空间外．还要通过精心的设计进行

引导和启发．

3．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若学生学习都是在“被灌输”“被支

配”的状态下进行的．学生不会对数学

产生兴趣。无法激发其学习的激情．使得

学习气氛低沉、学习效率低下．因此，为

改变这一现象．在课上，教师要经常利

用贴近生活的情境．通过认知冲突等有

效教学途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

探究．相信这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课

下．教师要引导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

习、课后总结和反思．预习不仅可以让学

生了解本节课的重难点．而且可以让学

生复习巩固和复习掌握旧知．从而有利

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在传统预习

中．主要侧重于了解新知的内容．根据

新知提出自己的问题．忽视了认知结构

的完善对知识迁移的影响．未发挥预习

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预习时要引导学

生尝试运用已有知识和已有经验理解

新知．通过自主学习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并尝试探究和解决问题．这样有利

于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为了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除了充分利用课

堂资源外，还要让学生在预习、复习、反

思中不断地锤炼和提升．

筒培养良好的学习方式
1．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的学习主体是学生．其

重点是让学生参与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善于发现问题．并结合已有经验进行探

究．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参

与知识生成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主

创新能力．

在新知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学

生创设一个丰富的数学环境．为学生提

供一个自主探究的空间．放手让学生自

己去研究．使学生在研究的过程中亲身

体验新知的生成过程．这样不仅可以加

深学生对新知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将

新知内化至已有认知：不仅可以完善认

知结构．也可以使学生在研究中获得成

功的喜悦，提升学习的信心：同时还能

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这对创新能力的

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

2．合作性学习

合作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无

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离不开合作．其不

仅是一种学习能力也是一种生活能力．

因此教学中要通过合作性学习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使学生通过合作解决数

学难题．通过合作激发学习动力．通过

合作锻炼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性学习在

数学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

学中还应搭建师生、生生平等交流的平

台。让教师、学生在合作交流中相互促

进、彼此信赖、共同发展．

3．开放性学习

在应试教育下．为提高解题效率．教

学中通常会进行一些解题技巧的专项

训练．让学生机械地套用解题思路和解

题方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的

思维固化．从而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的

发展那么．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可以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将教材的例习

题进行改造．通过“多变”和“多解”培养

发散思维，通过开放性条件、开放性结

论、开放性解题思路培养灵活性、多样

性、创新性的思维．

④让数学学习不断升华
1．传承与模仿

数学中的概念、公式、定理都是科

学家经过无数次实验、推理、探究而抽

象出来的智慧结晶．因此教学中要传承

这些经验．并应用这些经验去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概念、公式和定

理．通常会引用典型的例习题．通过模

仿这些例习题将知识内化．因此模仿在

学习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然模仿不

是照搬．而是引导学生在模仿时学会质

疑、发现、总结和反思，从而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

2．转化与迁移

高考题目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其所

包括的知识点来源于课本例习题．成绩

之所以会产生较大差异．究其原因．这与

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知识迁移能力有关．

因此．在教学中要改变一味地模仿．应让

学生多探究．建立完善的个体认知结构．

这对学生的持续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3．探索与创新

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完善的认知结

构．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和创新．这是

持续学习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从而进行联想和迁移．在不断的实践中

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

总之，数学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不

断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式．从而不仅学会学

习而且敢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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