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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素質教育探討 
 

丁遵標 
安徽省舒城縣杭埠中學 

從應試教育向質素教育轉軌，是時代的需要，是當前教育研究的一個

重大課題。作為初中基礎學科之一的數學課，如何盡快轉軌，以適應形勢

的發展，將成為廣大數學教師關注的問題。 

數學教育中，如何進行素質教育呢？近年來，我根據義務教育的性質

和任務，結合數學學科的自身特點，除向學生滲透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外，

還作了一些有益探索。 

一、轉變教育觀念，著眼素質教育 
由「應試教育」轉為「素質教育」是當前教學改革的主旋律，是提高

全民族素質和我國實現 2010 年遠景目標規模的需要。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

間內，由於片面追求升學率，學校的一切工作都是以升學試是不是需要的

科目內容而取捨。在這種應試教育的模式下，學校工作單純以教學活動為

中心，向學生灌輸文化知識，提高學生的應試能力。德育、體育、美育等

發展都被忽視了，甚至課堂教學有時也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於不顧，過

早地結束功課，超前複習，搞題海戰，這不僅造成學生數學知識水平和能

力的下降，而且也削弱了教育的功能。作為教育工作者，當我們今天再來

重新認識這個問題時，必須要樹立這樣的概念，人人應學數學，人人盡可

能多地懂數學，數學知識和方法的掌握應是每個人生活中不可缺少的重要

部分。這就是要求我們數學教學不能單純地為少數人升學服務，單純地為

培養幾個數學尖子服務。要變「精英教育」為「大眾教育」，要把數學教學

的精力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讓全體學生都能學，都會學，都學會，全面

提高全體學生的整體素質，切實讓素質教育走進數學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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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向全體學生，培養用數學的意識和能力 
把數學知識學習與數學應用結合起來，符合具體 ——抽象 —— 具體

的認識規律，也是符合數學本身發展的需要，因此，重視培養學生的數學

應用意識和能力，這是提高學生素質的又一重要途徑。 

培養學生應用數學的意識和能力，也就要把學生課堂中得到的數學概

念和規律，應用到實際問題的解決中，切實做到理論和實際相結合。因此，

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以實際背景，引導學生結合生產和生活實際去分析問

題。另外，要增加實踐環節，通過課外小組、講座、實地考察等活動，讓

學生去接觸概率、統計、線性規劃、系統分析和決策的知識，讓學生在實

踐中增長才幹。如《巧用材料》活動，讓學生動手製作材料，鋪成平整無

空隙地板，從中體會到親手勞動獲取成果的喜悅；開展《完美的正方形》

活動，讓學生自製成各種優美的正方形圖案，指導他們實踐應用；講《坐

標》時，以學生座位為例，說明平面上點的位置，由有序實數對確定，再

引出坐標定義，這樣可以讓學生感受到數學與生活息息相關，使學生看到

數學在實際中的運用，有助於他們明確學習的目標，從而培養學習興趣，

調動全體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和主動性。 

三、利用課堂教學，培養學生的思維能力 
新大綱指出︰「數學教學中，發展思維能力，是培養能力的核心。」

培養和發展學生的思維能力，就是讓學生主動地學習，掌握知識的內在聯

繫，學會由表及裏，由此及彼，由現象到本質認識事物、思考問題的方法，

掌握歸納、演繹和類比三種推理方法，發展創造性思維能力以及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力，以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 

數學素質教育的內容之一就是加強數學基本知識，基本技能的素質。

打好基礎是學好全部數學的前提，所以應加強基礎知識的教學，而課堂則

是傳授知識和培養能力的主渠道，課堂教學好壞不僅決定於教師對教材的

挖掘程度，也決定於學生的參與程度以及教與學形成的和諧「共振」的程

度。因此，只有建立了師生的平等關係，才可能最大限度地提高課堂教學

效果。如何利用課堂既傳授知識又培養能力，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創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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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課堂教學是師生雙邊活動，民主課堂是指在教師的引導啟發下，多由

學生嘗試，多鼓勵學生發表自己對問題思考的見解，哪怕是對問題思考的

一點閃光點，也應給予肯定，甚至對問題的錯誤思考，不但不應批評，而

且還應該表揚其課上的積極精神，應讓學生有充分發揮見解的機會，給學

生創設探索未知的空間，凡是學生有可能想出的、說出的、做出的，就應

該大膽放手讓學去想，去猜測，去探索，去回答，去動手操作。由於學生

積極思考，積極參與，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較好地落實了以教師為主導，

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原則，課室氣氛活躍，在民主、和諧的氣氛中，學生

的思維得到較好的啟迪，智力得到較好開發，能力得到較大提高。 

四、改進教法，優化課室教學 
在實施素質教育的過程中，還必須積極改革數學教學方法，在傳授知

識方法上的改變，即重知識發生過程，讓學生看到了知識的發生。運用思

維的過程，揭示了掌握知識的方法，每個部分內容都由實際問題引入，使

學生看到了數學知識與現實生活的聯繫，並能引導學生從已有的知識或生

活出發探討所要得出的結論，從而提高課堂教學效率。 

1. 創設情境，激發學生的興趣 
「問題是數學的靈魂」。創設問題情境，是根據教學內容、目的及學生

的年齡特點向學生提出巧妙、新穎的問題，讓學生產生疑問，造成懸念，

喚起強烈的求知慾，激發學生興趣，以躍躍欲試的姿態投入學習活動中去，

能較好地將教學目標轉化為學生的學習目標，從而激發學生求知欲望。如︰

「統計初步」一章開始，提出了一個關於射擊比賽的實際問題，由於這個

問題是學生感興趣而不會解決的，這樣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2. 探索猜想，培養學生創新意識 
美國心理學家布魯納曾說過︰「探索是教學的生命線」。勇於探索的精

神是創造思維的前提。可以說︰沒有探索就沒有創造。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從學生的認知規律和知識的內在聯繫出發，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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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知識的產生、發展、深化過程，設計出適合學生實際的教學環境，為

學生創設可激發探索欲和創造欲的問題環境，給學生自由的廣闊天地，使

他們有認真思考時間和可以動手操作的空間，以便經歷新知識的探索過 

程。如我在講解例題︰已知 ∠ABC = ∠CDB = 90°，AC = a，BC = b，當 BD

與 a、b 之間滿足怎樣關係式時，ΔABC ~ ΔCDB？在講完後，為了強化學生

的思維訓練，在教學中，我把題設部分改為「當 BD 與 a、b 之間有怎樣的

關係時，圖中兩個直角三角形類似」？改後，讓學生主動去探索，發展，

從而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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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 
改進教法，優化課堂教學，目的是為了提高學生素質，關鍵在於課堂

教學的水平。而課堂教學水平，又取決於教師的自身素質。教師數學知識

扎實，才能教給學生數學知識準確；教師數學思想明確，才能促使學生數

學觀念增強；教師教學方法自如，才能教會學生數學方法運用；教師數學

思維廣闊，才能啟迪學生思維發達 ……。由此可見，作為一個數學教師，

應「敬業」而「博學」，努力學習新的理論和數學專業知識，不斷提高自身

素質，以適應不斷發展的社會和現代化的建設事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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