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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参与式”教学实践应用探微
◉云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学　冉正强

　　摘要:高中数学“参与式”教学实践应用,一直是教师们探究的一个问题．本文中结合作者教学实践应用经

验,就高中数学“参与式”教学的实践应用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自主参与学习的问题进行简要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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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美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我
会忘记;分析给我听,我可能记得;如果让我参与,我
就会真正理解．”这句话道出了“参与式”教学的实质．
何谓“参与式”教学? 简言之,就是一种让学生自主探

究、自主学习、自主参与学习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可

以促进课堂上师生的友好沟通、交流、互动,让学生积

极、主动学习,营造活泼、向上、热烈的课堂氛围[１]．高
中数学“参与式”教学在实践应用中,教师如何引导学

生积极、主动“参与”呢? 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经

验,简谈自己实践应用“参与式”教学于高中数学课堂

的点滴做法．

２广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中数学教

学,教师希望学生学得好、喜欢学数学,首先要让学生

对数学有兴趣．只要学生有了兴趣,才有可能“爱上”数
学,有着强烈学好数学的欲望．古代心理学说:“教人未

见意趣,必不乐学”．可见,兴趣对学习至关重要．这方

面,笔者做法是:

２．１用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爱上”数学

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用所学数学知

识去解决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实用性问题．这样,学
生才觉得学习数学很有用,并且用处很大,产生爱学

数学的兴趣．因此,平时教学中,教师要注意经常训练

和及时总结,使学生逐步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此外,教师还要根据课本内容或是在生产生活实

际中可能会遇到或用到的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教给

学生一些具体的或学以致用的解答公式、方式、方法,

或是补充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中可能是应用性较强的

题目,让学生感到学好数学,真能解决生产生活实际

中的一些应用性问题[２]．这样,学生自然会产生“爱上”

数学的兴趣．
例如,学习“二次函数”后,教

师可根据所学知识补充生活实际

例题:一三角形地块ABC,底BC
长为１００m,高 AH 为 ８０ m,沿

BC 边建一矩形楼DEFG．问此楼

地基面积最大时它的长、宽各为多少 m?

此题结合生活实际,适用性、应用性比较强,学生

“参与”学习后,意识到可能在今后生活中会遇到类似

的问题,自然产生认真学好数学的兴趣．像这种生活实

际应用题,还有一些:如教学“三角形”后,可教学生如

何测树高、塔高等;教学“三垂线定理”后,可让学生测

河、路的宽度等．这些应用性强的题型,教师经常训练

学生,学生才会逐步掌握,才能慢慢“爱上”数学．

２．２用趣味性数学题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例如,在讲授“方程的概念”时,笔者是这样开课

的:用你们自己年龄除以２减去５,将余数说给我便知

你们岁数是多少? 学生将信将疑．接着,学生按笔者说

的算好,告知笔者结果,笔者很快得出学生的具体年

龄．
学生 A:得数为１．教师:你的岁数是１２．
学生B:得数为２．教师:你的岁数是１４．
学生C:得数为１．５．教师:你的岁数是１３．
学生 D:得数为３．教师:你的岁数是１６．
学生们纷纷问笔者:“老师,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岁

数的?”笔者看出学生认为很有趣,很想知道如何算出

来,便借机引出学习课题———方程的概念．而后,让学

生同桌间玩猜年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师生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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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与学习目标．
当然,课外作业,笔者也会经常布置数学趣味题

给学生下来做,如让学生猜星期几、算生日等．学生拿

到题,会积极参与、讨论、探究,希望通过努力寻出方

法、步骤,得出正确答案．笔者这样布置后,有不少学生

课后还把问题带回家,与家人、朋友进行参与讨论．可
见,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的热度不减．

２．３开展多种形式学习活动使学生“爱上”数学

在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笔者经常组织学生做数

学游戏,如举行数学晚会,晚会节目大多是表演数学

相声、讲数学故事、进行数学诡辩等．
例如,在教学“函数”知识时,为了减轻学生对函

数问题惧怕心理,提高课堂趣味性,增强学生学习兴

趣．笔者组织学生开展了开商店式的“买与卖”游戏活

动．游戏规则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轮流做“老板”,而
其余同学轮流作“顾客”购买“物品”,由“顾客”提出所

要购买的“物品”．
顾客 A:买一个一次函数．店主:y＝２x＋３．
顾客B:买一个y 随x 增大而减小的一次函数．店

主:y＝－x＋１．
顾客C:买一个图象在一、三象限的反比例函数．

店主:xy＝６．
顾客 D:买一个图象过原点且开口向下的二次函

数．店主:y＝－３x２．
通过这个游戏,学生觉得很有趣味,产生“爱上”

数学的兴趣．因此,教师要善于将趣味游戏应用于教

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２．４用数学美来感染学生“爱上”数学

可以说,高中数学处处充满美．高中学生的“爱美

之心”尤为突出．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善用数学美来感

染学生,让学生在欣赏数学美中“爱上”数学．
数学美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如公式的简洁美、和谐

美,函数图象、几何图形的对称美,运算、推理的逻辑

美、思维美等,不胜枚举[３]．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数学

中蕴含的美,积极充分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渐

渐地“爱上”数学．

３用分层学习目标让学生自主“参与”

在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话:“都
是同一个老师教,教的又是同一个内容,花的时间都

是４０分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有的学生该掌握的都

已经掌握了,而有些什么都不会?”其实,就算是同一

年龄段,同一班级的学生,基础不同,掌握的知识层次

也不同．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统一学习目标．确定学习目

标,要因人而异．如有些学习后进生会因受到打击而丧

失学习数学的兴趣[４]．所以,教师在备课或教学时,要
学会针对某一节课或某一单元的内容,结合学生实际

水平把学习目标由低到高分为几个层次,适合不同层

次的学生．这样,学生才会积极、主动“参与”教学．
例如,在进行“数列”教学时,笔者根据教学班级

学生实际情况分为以下三个目标层次:

第一层次(低目标层次)．
(１)了解数列的概念;
(２)记住数列前n项和公式;

(３)能计算等差、等比数列通项公式．
第二层次(中等目标层次)．
除了完成第一层次目标任务外,还增加和补充:
(１)能做课本等差、等比数列前n 项和公式和通

项公式的习题;
(２)能对等差、等比数列前n 项和公式及通项公

式的变形灵活应用．
第三层次(高目标层次)．
除完成第二目标层次外,还增加:
(１)熟练应用数列前n项和公式．增强课外题目训

练;
(２)能用课外习题巩固等差、等比数列通项公式

及思维变化方式．
在后续的教学测评反馈中,上述做法反映出不同

层次段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收获,基本上解决了优生

“吃不饱”、后进生“吃不了”的矛盾问题．

４指导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自主“参与”

教学是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教学中,学生要在教

师讲授下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教学活动中,要
让学生“爱上”数学,学好数学,教师必须教会学生学

会“三会”．

４．１会读

一般来说,数学课堂,学生是不读课本的．不管是

老师或是学生,都认为课堂上需要读的只有语文、英
语学科,而数学只需要记一下概念、定理、公式和性

质,再做一做练习就可以了,而有部分数学老师也认

为课内阅读会少讲了题目,耗费了时间,影响了进度．
于是,便会把课内阅读推到课外,让学生自己看．其实,

学好数学,多读课本,有利无害．学生可从读课本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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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相关概念、公式,掌握例题中解题方法、技巧[５]．这
样,学生才能学好数学．

４．２会想

数学课上,教师要让学生想,想一节课内容讲什

么,该怎么讲;想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解法,而不用那

种方法、解法;想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解法等,留给学

生思考、想象、理解的空间．在平时解题过程中,注意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学会结合已有的知识经

验、生活经验解决数学课本上或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

题．

４．３会讨论

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数学教学

中,教师需要积极设置讨论题,让学生理解、分析、讨
论、回答,培养学生解题、答题的技巧和能力．课上、课
下,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讨论、争论、辩论,要求学生

大胆质疑课本或教师讲课的内容等．通过质疑,促进师

生、生生民主友好交流与沟通,最后达成共识,促进

“教学相长”．

５结论

总之,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让学生“参与”,能给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创造一种比较理想的

发展环境,激发学生的思维．但是,教师应注意,学生的

学习方式是具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化决定了不同的个

体学习方式的差异性[６]．所以,数学教师应根据不同层

次学生情况、教学内容情况等,开展适合学生主动“参
与”教学的方法．当然,“参与式”教学在高中数学中的

实践应用,并非朝夕就能做到,而要经过长期实践应

用,并需教师不懈努力,才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参与”

学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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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６页)１∶１∶１,则GA→＋GB→＋GC→＝０
→
．

(２)若 H 是△ABC (非直角三角形)的垂心,则
S△BHC∶SAHC∶S△AHB＝tanA∶tanB∶tanC．

故tanAHA→＋tanBHB→＋tanCHC→＝０
→
．

(３)若 O 是△ABC 的外心,则S△BOC ∶S△AOC ∶
S△AOB＝sin∠BOC∶sin∠AOC∶sin∠AOB＝sin２A∶
sin２B∶sin２C．

故sin２AOA→＋sin２BOB→＋sin２COC→＝０
→
．

(４)若 O 是△ABC 的内心,则S△BOC ∶S△AOC ∶

S△AOB＝a∶b∶c,故aOA→＋bOB→＋cOC→＝０
→,

或sinAOA→＋sinBOB→＋sinCOC→＝０
→
．

全国卷在平面向量这一块考得比较简单,但高考

自命题地区填空选择题却经常将其作为压轴题,例如

天津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其实奔驰定理是解决三角形

面积类向量问题的优选方法,特别是在高中竞赛中屡

见不鲜! 老师希望学有余力的同学课后可以继续研

究一下．[２]

３．３盘点收获 梳理小结

师:这节课我们以三角形的四心定义为出发点,
应用四心的向量表示,用“一题多变”的教学方式巧妙

地解决了三角形四心所具备的一些特定的性质,并且

对奔驰定理作了基本介绍,体会了向量带来的巧妙独

特的数学美感．

４结束语

笔者给出了利用平面向量代数的抽象性和几何

的直观性,结合三角形的几何性质,解决与三角形“四
心”有关的平面向量问题的教学过程设计的主要内

容,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分层作业也进行了精心设计,
学生反映良好,但由于篇幅所限,省略了分层作业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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