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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问题情境 促进数学理解

202157 上海市崇明区正大中学 陈东华

摘要：数学学习强调理解，理解是学好数学的关键．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数学理解的不同类型，如解

释、阐释、应用、洞察、移情、反思等，揭示了学习者对数学理解的真实状态．笔者探究在数学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如何有效促进初中学生加强数学理解，构建理解性的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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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课程改革以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都更加强

调基于复杂现实情境下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

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课堂中精心创

设问题情境，促进学生在自我阐释、应用迁移、批判

洞察等维度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从而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笔者通过亲身经历的教学实例，阐述如何

创设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理解．

笔者在长期的初中教学实践中体会到，通过有

效创设数学问题情境，调动学生动手操作和探究，让

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情感体验与活动

经验，是促进学生数学理解的有效途径．

一、创设有思考深度的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的移情

体验性理解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尊重他人的

观点，在心理上容许他人对数学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这样可以开阔学生视野，拓宽看待数学问题的角度．

因此，笔者在数学教学中通过创设有思考深度的问

题情境，帮助学生通过群体交互的支撑和互助力量，

通过对他人观点的反思和洞察，对自身经验进行不

断反省和改进，从而达到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深层

次理解．

例如，在一次函数教学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直线

y一是．r+6与两坐标轴围成的三角形面积为6，并且

与直线y一一2．一r+6平行，求这条直线的解析式．有

学生仅仅把这个问题当作代数问题，凭借模式化思

维画示意图(甚至是没有标注单位长度的简易草

图)，然后设这条直线的解析式为y一一2T+6(因为

它与直线y一一2T+6平行，即得到是一一2)，根据
L

它与坐标轴的交点分别为(o，6)和(芸，o)，以及与两
二

条坐标轴围成的三角形面积为6，列出方程，获得6

的两个解．

而有的学生会提出如下问题：这个三角形的形

状、大小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处在什么具体位置?

学生提出，首先要画直线y一一2_+6的图形，标出

它与两条坐标轴的交点A和B，显示出△AOB的面

积，得到S△AOB一9．弄清楚问题的背景之后，很多学

生感到需要一起动手操作体验，如图1，将直线√一

一2_+6进行平移，在平移直线的画图过程中很容

易发现，只要沿着y轴向下平移一点就能得到符合

要求的面积为6的三角形(向上平移得到的三角形

面积都大于9)．然后结合A，，B。的坐标(O，6)和
L

(詈，o)计算出6一±衫6，其中A，在y轴正半轴上、
厶

B。在丁轴正半轴上，能够很直观地获得6—2幅的
情况．实际上，对平移后的点A⋯点B，的感知是学

生理解的盲区，特别是学生可能会对6一一2√6的情

况感到疑惑，不清楚这个结果从何而来．有学生通过

继续平移直线y一一2．r+6的过程很快发现，当A。

在y轴负半轴上、B：在．r轴负半轴上的时候，

S△n，∞。一6同样有可能成立，即平移直线y一一2．r

+6的过程中，因为平移的距离不同产生两种不同

情况(如图2所示)．这就令用代数法解决问题的学

生感受到，之前自己得到这两个解其实是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经过对数学问题的深切体

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一次函数面积问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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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现实生活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的应用迁移

性理解

初中学生经常会向教师发问：我们所学的数学

知识和技能可以用在何处?应该如何使用?这实际

上就涉及数学知识的应用迁移问题．当学生面对真

实世界的问题，面对全新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在没有

任何提示的帮助下运用知识，并通过自主合作，跨学

科运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

例如，笔者在“二次函数应用”的教学中感到，仅

依靠课堂上学到的通过建立二次函数关系式解决实

际问题以及二次函数最值问题，学生达到的理解状态

总是比较肤浅的，缺少实践体验和切身体会．于是，笔

者带领执教班级学生进入一个由学生家长承包的种

畜场参观，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种畜场的销售情况．

经过家长的介绍，学生了解到种畜场共有120头

母猪，平均在一年内可以产下一千多头小猪；小猪在

出售时按体重计算价格，每只小猪的平均体重在10

表1

千克左右，在出售给农户时单价不得低于8元／妇(成

本价)，也不得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30元／kg．学生掌

握了这些基本信息后，想办法主动帮助种畜场到附近

几个村的养猪专业户处做市场调查．有的学生负责向

养猪户提问题，在与养猪户进行深入交流后，学生对

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整理．回到学校后，各小组进行

数据汇总和分析，通过计算、绘图、统计得到了一些比

较客观、有代表性的统计结果．最后，学生在课堂上交

流展示各自的统计、分析结果，经过一定讨论后，形成

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当小猪售价为30元／kg时，月均

销售量大约为50只，单价每降低1元，月均大约多售

出5只．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问题：当小猪单价为多

少时，种畜场的月均获利最多?

结合如表1所示的统计分析结果(人员工资未计

算在内)，学生通过计算得到一些关键数据．销售单价

为30元时，月总利润为50×10×22—11000元；销售

单价为29元时，月总利润为(50+5×1)×lo×21—

11550元；销售单价为28元时，月总利润为(50+5×

2)×10×20—12000元；销售单价为27元时，月总利

润为(50+5×3)×lo×19—12350元⋯⋯销售单价为

．r元时，月总利润为10[50+5(30一．tr)](工’一8)元．这

样，学生完全结合自己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和思考，

于是很容易得到月均获利y元与销售单价．zt元／虹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y一10[50+5(30—z)](．r一8)．由

于每月还要扣除人员工资3000元，通过计算和整理，

即可得到∥一10l 50+5(30一丁)I(．T一8)一3000一

一50．T2+2400T—19000，最后又可通过计算得到y一

一50T2+2400I，r一19000一一50(．T一24)2+9800，从而

得出当j’一24时，y有最大值，即当销售单价定为

24元／kg时，月均获利最多，为9800元．

掌握了构建二次函数模型解决问题的方法之

后，学生能够灵活地将数学知识运用于新的情境，并

运用创造性思维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对数学知识达

到深入理解状态的关键．

成本价(元／kg) 销售单价(元／kg) 月销售量(只) 月销售总重量(kg) 每千克利润(元) 月总利润(元)

30 50 50×10 22 50×10×228

29 50+5×1 (50+5×1)×10 21 (50+5×1)×10×218

28 50十5×2 (50+5×2)×10 20 (50+5×2)×10×208

27 50+5×3 (50+5×3)×10 19 (50+5×3)×10×198

8

r 50+5(30一．r) lo[50+5(30—J1)] ．r一8 10[50+5(30一．r)](￡·一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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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设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的自我
图4—3所示)-

反思性理解

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自我反思是一种不断反

复的思考行为．学生只有对数学学习思维活动的过

程进行回顾性思索，不断从中提炼经验、总结教训，

才能逐步深化对问题的理解．

例如，教师提供了一个图形翻折教学中的生活

情境问题．有人喜欢把传送的便条折成如图3—4所

示形状，折叠过程按如图3—1、图3—2、图3—3、图3—4

所示的顺序进行(其中阴影部分表示纸条的反面)，

长方形纸条的长为26厘米，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A M

图3—3

J二E豳口c
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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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3—4

问题1 如果长方形纸条的宽为2厘米，并且

开始折叠时起点M与点A的距离AM一3厘米，那
么在图3—2中，BE一 厘米；在图3—4中，

BM一 厘米．

问题2如果长方形纸条的宽为z厘米，现在

不但要折成如图3—4所示的形状，而且为了美观，希

望纸条两端超出点P的长度相等，即最终图形是轴

对称图形，试求在开始折叠时起点M与点A的距

离(即AM的长度，结果用含有z的代数式表示)．

对于问题1，有的学生直接根据示意图进行计

算，很容易得到BM一26—3—23，经过第一次翻折

后，由BM一23可以推算出BE=23—2=21(如图

4—1所示)．但是面对接下来再翻折得到如图3—4所

示的状态，学生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减去几个2

厘米宽度了．有些学生提出，只看示意图是不容易想

象出来的，最好自己试着用长方形纸条折折看．通过

动手折叠，学生发现由BE一21，经过第二次翻折可

得到BF一21—2—19(如图4—2所示)；由BF一19，

经过第三次翻折后可得到BM一19—2×2—15(如

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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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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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问题2，纸条宽度由2口

变为T，AM的长度由3变为未D

知，通过折纸条求解的学生感

到有些犯难．原先没有想到通

过折纸条帮助思考的学生，反

而因为吃亏在前，更积极地利

用折叠纸条寻求问题解决方

图4—2

C

D 占

图4—3

C

案，他们干脆在纸条的正反面将折痕都描了出来，还

将字母标在了正反面的对应位置上．又有一些学生

表示，将一些与宽度BD平行的线段都作为辅助线

描出，同时将AB边上所有长度等于BD的线段都

用z标注(如图4—4所示)，这样就更容易观察了．此

时，大部分学生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要使纸条两端

超出点P的长度相等，就意味着AP—PD(即AP—

BM)，关键是列出等量关系式．由于AP—AM—z，

根据折叠的纸条展开后的字母标注情况，能够推算

出BM一26一AM一4z，就可以列出等量关系式26
‘)￡一0，

一AM一4．，r—AM—T，从而得到AM一竺i兰．

c P D

A P M M

图4—4

学生在尝试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出现思维偏

差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思维的

局限性，发现自己想法的不足之处，从而使认识不断

得到深化，同时能够获得新的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断

调整和完善数学认知结构，进一步洞察数学问题的

本质，从而达到高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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