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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問題情境，讓數學課堂充滿生命活力 

 

官林清 

江蘇省南京市陶吳中學 

現代社會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會學生思考」，著

力於組織學生的認知活動，激發他們自身的積極性，促進求知興趣和獨立

精神的發展，使學生的獲取知識能力、再發展能力、創造能力，得到長遠

發展。 

學生的認知具有情境關聯性，數學課堂教學中教師若能抓住時機，設

疑導學，就能激發學生的自學興趣和求知欲望。故問題的設置應有助於開

啟學生的思緒，引發他們的想象，並能激發學生探究的欲望。教師要善於

創設條理明晰、合乎邏輯和符合學生認知心理特點的問題情境，在學生和

問題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1、創設懸念型思維情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 

「懸念」是一種欲知不得、欲罷不能的心理。懸念可使學生注意力集

中，心情迫切，豐富想像。在數學教學中，巧妙設置懸念，能使學生對所

學物件產生「疑而不解，又欲解之」的強烈求知欲望，而這種活化了的認

知潛能，能激發出極大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積極感知學習物件。 

例如，在引入複數前，可先讓學生考慮如下問題：已知 a +
a

1
 = 1，

求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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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的值。學生覺得很容易，立即動手，得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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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2 = 1，但立刻又對結果產生困惑，a
2
 + 2

1

a
怎麼會小於 0 呢？此

時，教師指出：a +
a

1
 = 1 實際上沒有實數根，大家學了複數後就理解了，

那麼複數是怎樣一種數呢？這就誘發了學生心理上的懸念，使其興趣盎

然，求知的熱情油然而生。另外，我們在授課過程中、授課結束時，也可

適當製造一些懸念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啟發學生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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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設實驗型思維情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 

動手實驗能直接刺激大腦進行積極思維，它不但能幫助學生理解所學

的概念，還能讓學生通過親身實踐真切感受到發現的快樂。因此，在數學

教學中，教師應盡可能為學生提供概念、定理的實際背景，設計定理、公

式的發現過程，讓學生的思維能夠經歷一個從模糊到清晰、從具體到抽象、

從直覺到邏輯的過程。在由直觀、粗糙向嚴格、精確的追求過程中，使他

們體驗數學發展的過程，領悟數學概念、定理的根本思想，掌握定理證明

過程的來龍去脈，增強數學學習的自覺性，使學生在對概念形成過程的分

析中，在對公式、定理的發現過程的總結討論中，提高主動參與的機會，

以使學生在「做數學」的過程中啟迪思維、突破教學難點。 

例如，在線面垂直的判定的教學中，教師可拿出課前準備好的三角形

紙片，一邊示範一邊要求學生動手操作。 

 

 

 

 

圖 1 

過頂點 A 翻折該紙片得到折痕 AD，將翻折後的紙片豎起放置在水平的

桌面上（圖 1），並請學生觀察：折痕 AD 與桌面垂直嗎？ 

又如何來翻折 AD 才能夠與桌面垂直？在動手操作的過程中，學生很

容易發現：當且僅當折痕是邊 BC 上的高，這樣翻折之後豎起折痕不偏不

倚地站立著，即 AD 與桌面垂直（圖 2）。 

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樣教學就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一個對「數學問題」

的討論：由 AD  BC，翻折之後這一垂直關係是一個不變關係，即在翻折

後的圖形中仍有 AD  CD 且 AD  BD。這樣看來，似乎應有以下結論：AD

與平面  內的兩條相交直線垂直，則 AD  。這不就是線面垂直的判定

定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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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那麼能不能再退一步，即折痕 AD 與桌面上的一條直線垂直，是否足

以保證 AD  ？讓學生再動手試一試看：我們將折紙展平並讓它豎起來，

發現儘管有 AD  BC，但紙張並不能穩穩地豎立在桌面上，看來 AD 至少

要與平面  內的兩條相交直線垂直，才有 AD  。 

這樣，通過學生自己的動手操作，親身體驗，自主探索，一個抽象的

數學定理直觀地展示在了面前，而不再是從魔術師的帽子中突然蹦出的一

隻兔子。 

3、創設反思型思維情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 

反思是指自覺地對數學認知活動進行考查、分析、總結、評價、調節

的過程，是學生調控學習的基礎，是認知過程中強化自我意識、進行自我

監控、自我調節的主要形式。荷蘭著名數學教育家弗賴登塔爾指出：反思

是數學思維活動的核心和動力。因此，在數學教學中，教師可通過創設反

思型思維情境來引導學生從新的角度，多層次、多側面地對問題及解決問

題的思維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與思考，從而深化對問題的理解，揭

示問題本質，探索一般規律，並進而產生新的發現。 

例如，在橢圓第二定義的教學中，高中數學新教材第二冊（上）第 100

頁到 101 頁是這樣給出的： 

例 4：點 M(x , y) 與定點 F(c , 0) 的距離和它到定直線  : x = 
c

a 2

 的

距離的比是常數 
a

c
 (a > c > 0)，求點 M 的軌跡。 

解：設 d 是點 M 到定直線  的距離，根據題意，所求軌跡就是集合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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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橢圓的標準方程，所以點 M 的軌跡是長軸、短軸長分別為 2a、2b

的橢圓。 

由例 4 可知，當點 M 與一個定點的距離和它到一條定直線的距離的比

是常數 e = 
a

c
 (0 < e < 1) 時，這個點的軌跡是橢圓。 

這種方式給出橢圓的第二定義，會使學生感到困惑：為什麼會在橢圓

外出現這樣一條直線？怎麼會想到用這種方式給橢圓下定義呢？用其他的

方式來定義行嗎？還存在第三定義嗎？不管教師怎樣講，學生都是難以實

現知識的同化和順應的。為了突破這個教學難點，教師可引導學生對橢圓

的標準方程的推導過程進行反思和探索。 

先讓學生觀察橢圓標準方程的推導過程（教科書上可以查閱，或讓學

生回憶），從方程 a
2
  cx = 

22)( ycxa   入手，提出問題：此等式除了

平方外，還可以如何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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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讓學生閱讀課本第 100 頁中例 4 的解答，這樣學生就能自然地接受

橢圓的第二定義，同時對準線也有了清晰的認識。教師抓住時機，接著提

出以下研究課題： 

(1) 由橢圓第二定義推導焦半徑公式； 

(2) 橢圓有第一、第二定義，是否還可以挖出一個第三定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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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通過反思使學生不僅牢固地掌握了基本知識，還讓學生獲得了

親身經歷實踐的體驗和感悟。 

4、創設試誤型思維情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 

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以「刺激反應聯結」和「試誤」為主要特色的學

習理論認為，學習就是形成一定的「刺激 — 反應聯結」。而這種聯結主要

又是通過試誤建立的，即在重複的嘗試中，錯誤的反應逐漸被擯棄，正確

的反應則不斷得到加強，直至最後形成固定的「刺激 — 反應聯結」。因而，

學習是一種試誤的過程，教學是一種行為不斷修正的過程。因此，在數學

教學中，教師可針對學生對某些概念、法則、定理等理解不夠全面透徹，

有的放矢地選編一些具有迷惑性的問題，通過創設試誤型思維情境，讓學

生在「落入」和「走出」誤區的過程中，吃塹長智，這樣既能提高學習效

果，又能優化學生的思維品質。 

例如，在講定義法求軌跡時，可讓學生嘗試著考慮以下問題： 

到定點 (1 , 1) 的距離與到定直線 x + 2y = 3 的距離相等的點的軌跡為 

A. 橢圓  B. 雙曲線  C. 拋物線  D. 直線 

幾乎所有的學生認為答案為 C，此時，教師指出答案是錯誤的，學生

均感意外，這時學生注意力處於高度集中的狀態，他們急切地想知道「為

什麼？」這時教師再講解，則效果大增。通過這樣有針對性地布設「陷阱」，

克服了教學中千篇一律、死板空洞的說教，讓學生在摔打中經受鍛練和考

驗，使學生在「上當」中領悟真諦，從而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總之，在數學教學中，教師若能夠千方百計為學生創設各種問題情景，

營造出積極思考的教學環境，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激發，思維能力的培養，

全面素質的提高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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