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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夸美纽斯曾经说过,“所有知识的获得,都是从感官开始的. ”直接置于我们眼、耳、鼻等感官系统面

前的事物,更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常用情境创设的方法：问题情
境,以疑启思；游戏情境,以趣激思；生活情境,强化应用；类比情境,发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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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创设是指根据教学目标与教

学内容所设定的，能让学习主体产生积
极情感体验的一种学习活动环境. 这种

教学方式在传统教学中就存在，那时强
调以教材与教学大纲为根本，依托教学
内容设置情境，学生在此过程中大多被
动接受的模式建构新知. 随着新课改的

实施，如今的教学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情境创设与原来相比，变得更加灵活，学
生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了主动参与.

↓ 问题情境，以疑启思
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苏格

拉底就主张在课堂教学中应用“谈话法”
与“问题法”进行教学. 20世纪初，教育
家杜威大力倡导“问题教学法”，问题情
境就是他所主张的核心内容[1]. 由此可

见，从古至今，问题情境在课堂教学中
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问题情境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
有意识地创设令学生质疑的问题，以启

发学生思维，让学生能全身心地投入课
堂教学. 在新课标引领下的高中数学课
堂教学，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是
创设问题情境的核心思想，也是践行新
课标理念的重要标志. 良好的问题情境
能解决学生思维的直观形象性与数学

学科的抽象性所产生的矛盾，让学生在
问题的指引下，获得数学的真谛.

案例1 “截锥曲线”的教学
笔者先在电子白板上展示了一个

垂直于圆锥的轴的平面来截该圆锥，此
时截面和圆锥侧面的交线形成的曲线

为一个圆.
问题：(1)若改变夹角的角度去截这

个圆锥，会得到怎样的曲线？
(2)当圆锥的轴与截面的夹角不一

样时，截出的曲线有哪些形状？ (椭圆、
圆、抛物线、双曲线等，这些可统称为圆
锥曲线)

(3)根据其中的数学关系，给予定义.
以问题情境的方式，引导学生在立

体几何中感知解析几何的内容，并对它

们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理解. 这种方式

不仅向学生传达了知识的形成与发展

过程，还帮助学生建立了良好的思维模
式，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想要揭示概念的内涵，首
先就要弄清定义所蕴含的逻辑关系. 掌

握不同定义方式与概念的关系，是研究
数学的基本条件. 学生在前一阶段的学

习中，对该部分知识点虽然有初步的感
知，但离本质的掌握还有一定的距离. 因

此，笔者以问题情境的方式引导学生理
解，目的就在于深化学生的理解程度.

↓ 游戏情境，以趣激思
教育学家斯宾塞提出：“教育应使

人愉悦，我们要让所有的教育都带有乐
趣.”[2] 游戏化的操作活动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是充满魔力的. 从婴幼儿到成人，
在游戏中总能释放自我，体验快乐. 在课

堂教学中引入游戏情境，能有效地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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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趣味横生的游戏活动里，能有效地
激发数学思维，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案例2 “椭圆的定义”的教学.
课前准备：圆形纸片、细绳、铅笔、

白纸等.
活动1：取圆形纸片圆心外的任意一

点，折叠该纸片，让圆周必须经过所取
的点，展开纸张后会得到一条折痕. 依照
这个方法，不断地折叠，会得到很多条
这样的折痕. 最后勾画折痕，可得到一个
椭圆形的轮廓.

活动2：(1)将细绳的两端同时固定
在白纸上的一点P上，将铅笔笔尖置于
细绳的中间，拉紧，缓缓移动笔尖，得出
一个图形.

(2)将细绳的两端分别固定在白纸
上的P1，P2两点上，使得绳子的长度大于
P1，P2之间最短的距离，同样用铅笔笔尖拉
紧细绳，缓缓移动笔尖，得出一个图形.

固定细绳画图的活动(活动2)，第
一个实验操作简单，可得到一个圆；第二
个实验则需要两个学生积极配合，学生
在合作中发现用这种方法能得出一个

椭圆.
作图中，学生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①P1，P2两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②动
点到两定点的距离之和是一个定值；③
想让笔尖能够移动，细绳的长度必须大
于P1，P2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P1P2 ；④
当定值与 P1P2 相等时， 轨迹是以P1，P2

为端点的线段；⑤当定值小于 P1P2 时，
无轨迹.

不论是折纸活动，还是固定细绳的
画图活动，都呈现出了一个椭圆形成的
过程. 学生通过活动的开展，在亲自动手
操作中， 对椭圆的形成产生了更加直
观、形象的认识. 游戏活动情境的应用，
成功地开启了学生的思维，这样的教学
过程将学生的思维与操作有机地结合

于一体，使得原本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
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

↓ 生活情境，强化应用
华罗庚提出：“人们觉得数学是一

门枯燥、神秘、乏味的学科，主要原因是
学习时脱离了生活实际.”生活情境的创
设，可让学生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
认识并建构新知，达到化抽象为具体的
教学目的. 数学从生活中抽象而来，又
反过来应用到生活中去. 新知教学时，
创设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境，能
有效地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感性认识.

案例3 “不等式”的教学.
情境创设：如果在你面前有一杯糖

水，但是你却觉得它不够甜，该怎么办？
毋庸置疑，大部分学生给出的答案都是
加糖. 教师接着问道：“加糖后为什么变
甜了呢？ 这是什么原理？ 大家尝试用数
学关系来说明. ”

这是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

题，每个学生都有过加糖的体验，对于
为什么加糖后会变甜，却没有人进行过
深思，这是每个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
情. 不曾想，这其中竟然蕴含着丰富的数
学知识. 这个发现让学生惊诧不已，带
着疑问，学生很快就进入了积极探索的
状态. 经过深思，学生抽象出不等式：当
a，b，n均为正数时，且a＜b，则有 a+n

b+n
＞ a
b
.

这个生活情境的应用，很快将学生
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问题的探究中，随
着思维的逐渐深入，学生根据现实生
活抽象出了普遍的数学现象 . 这个知
识的演变过程，不仅帮助学生快速建构
了新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探究
精神，为创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
基础.

↓ 类比情境，发散思维
类比是将不同事物的类似之处进

行比较，以猜想的方式获得真理的方法.
一般遵循“类比—预见—结论”的过程.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类比情境的创设主

要用在知识的拓展延伸中，一般借助于
比较与猜想来诱导与启发思维[3]. 在归
纳环节，类比又能将不同层次的问题串
联起来，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
原命题，并获得引申与推广的能力.

案例4 “椭圆的定义”的教学.
首先带领学生回顾圆的定义，着重

强调“一个定点”“平面内”“距离为常数”
等关键词；然后引导学生进行类比探究，
将以下几点分别进行类比：①一个定点
到两个定点；②距离为常数与距离相等，
距离之和、差、商、积分别为一个常数
时，所产生的轨迹.

学生在类比中，逐渐深化了对椭圆
定义的认识. 本案例着眼于用类比变化
来揭示新曲线的产生，不仅渗透了研究
数学的思想方法，还有效地培养了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让学生站到集合观点下
认识到圆锥曲线的点的组成方式.

总之，情境创设需要充分考虑到学
生的认知特点，要让学生能从情境中提
炼、总结出相应的知识与数学思想. 除
此之外，激趣、激欲、合理、扣题、统摄
等，是情境创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
实践证明，良好的教学情境不仅能帮助
学生深刻理解所学知识，还能激发学生
产生探究欲，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
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力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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