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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理解学生不同阶段所要具备的能力后，本文提出情境引入的侧重点在“引”而并非“问”，运用

三个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阐明在教学高中数学时安排情境的引入的诸多点老大，同时在设置情境时坚持“一

体化”的课程理念，在引入情境时做到用“他山之石”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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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了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喜欢自己所教的东西，

让学生们对学习感兴趣，营造好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氛围，

做到让学生们对学习感兴趣，同时让学生们欣然接受看

似乏味的数学知识，用听故事的闲情逸致，从而发展其数

学知识涵养，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多种手段如语言、环境、
活动等． 这就是课堂导入诸多方法中有效的一种 － 情境

导入法． 即使是比较隐蔽的、内涵深刻的内容情境，在教

师的引导和启迪下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来． 基于此，值得深

究在课堂教学中情境导入法这一应用．

一、情境的导入侧重于“引”而并非“问”

提问的宗旨是要做到有效指点，因而“引入”并非“提

问”． 因为教师要做到深入剖析学生，明白学生的学习在

某一阶段的活跃情况，及时察觉其困惑，从而实时作出指

引． 古人云“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是因为这每每会

达到如“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般的成效． 因为这样不仅能

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致，而且还能在打下优良的根基的

基础上使教师在整节课上灵动自然地发挥出来，真正地

做到让学生热爱学习．
譬如在《抛物线的标准方程》这样一节课中，可以运

用教师提问学生来回答所提问题的引入方法: 学生接住

教师所抛的一个苹果，此时问到苹果以什么样的轨迹在

空中运动? 学生以“抛物线”作答． 而后拿出达芬奇名为

《抱银貂的女人》的佳画让学生细致察看戴在画中人脖子

上的项链是否成抛物状． 学生们观察后有“是”“不是”
“不清楚”三种不同答案． 最终教师以“如何推断某一曲线

就是抛物线呢?”这一问题顺利地进入让学生充满疑问的

名为《抛物线的标准方程》这一课来学习．
虽然用心安排的提问可以有效地引入该课的主题，

但“引入”并非“提问”． 运用概念分析是教师在安排教学

工作时的一个重大任务，这样做的目的是在遇到诸如抽

象和形式化的数学概念时更有助于学生理解、明了． 上面

所提的教师运用一系列如苹果的踪迹、二次函数、项链等

构成的曲线问题来吊学生的胃口，促使学生的求知欲，激

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使该课产生必不可少的作

用．“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源于美国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

P． Ｒ． Halmos) ，他运用“问题引入，挖掘然后提出问题与剖

析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在他的这一教学过程下学生自

然而然地进入了数学问题的学习氛围，为了使所要学的

知识问题化，所遇的问题情境化，从而来创设有效的情

境．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不仅能使学生具有创造力，而且

还能培养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核心素养．

二、设置情景时坚持“一体化”的课程理念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让每个学生都能适应社会

生活，得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应

该得到的关键素养，也是共同素养，它贯穿了人的一生，

从家庭教育到学校环境，从小学步入中学，再进入高中和

大学，伴随着人的一生，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从儿童时期

到青少年时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光要求教学内容与时

俱进，顺应时代，还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

法都能不断改革． 每个年龄段，对学生的数学素养的培育

都有不同的重点，负责不同年级的教师也像是在参加接

力赛跑，在一生中将数学的学科精神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下去． 不同的是，小学时期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学会观察、
学会实验，试着去猜想，并且验证自己的猜想，以此来发

展学生的归纳和类比推理能力． 在初中阶段，教师还要在

小学阶段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演绎推理的能力． 到了高中

阶段，教师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归纳、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

等，为以后的逻辑推理素养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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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算法初步》是高中数学必修三教材中的引入，

“鸡群兔群合一起，要问小兔合小鸡各多少，先知合一起

腿 48 条，头 17 整．”对于同样的问题，当它出现在不同的

时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比如当它出现在小学时来

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用例举、逼近、假设等方法; 若出现

在初中则需列方程来解决; 再者出现在高中时需要运用

更高等的方法如算法、程序等方法来解决这类问题． 以上

种种正好体现了处于不同时期对同一内容运用从推理到

重新建构数学模型、到扩大应用范围、最终达到提高学生

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和思维品质等连贯式的学习方法，

从某一程度来看这一学习过程实则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

的一体化．

三、在情境引入中以“他山之石”攻“玉”

教师在准备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学科特

质，还要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其他学科的内容，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数学的教学效果将会翻倍．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

随时注意积累教学经验，保持一颗开放的心，能接受最新

的知识，对各科知识都要有所涉猎，利用其他学科的逻辑

研究数学． 如在教授《平面向量的数量积》一节的内容时

可以引入物理学科中的“力对物体所做功”等知识．

首先，画一个物体在黑板上，表示:“当一个物体在力
→F 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段位移→s，并且前者和后者构成一个

θ 角，那么力对物体做了多少功呢?”这时候，学生可以回

应:“用力乘以位移，再来乘以 cosθ．”这种情况下，教师还

可以再让学生思考: “用物理知识回答，力和位移是什么

量?”引导学生回答出“矢量”这个答案． 然后，教师再问:

“如果物理中的矢量等于数学中的向量，那么怎样来表示

他们的大小?”“θ 角代表什么意思?”“|→F | cosθ 是什么意

思?”……将物理知识中的力和功的求法融入到求解这两

个向量的数量积，能让学生灵活掌握．
古人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教师在教学时将数

学学科知识、教学方法、教学实践和重要素质结合在一

起，营造创新、拓展的教学氛围，对学生高效率输入知识，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好奇心，替学生提供一个

适合学习数学的优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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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变式教学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新课改大潮中，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但根据新课程标准理念，我

认为变式教学作为“老坛”，装“新醋”更有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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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数学课本只为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提供了一个

平台和资源，而对不同地域，不同基础水平的学生而言，

不可能完全适合． 对教师和学生而言，这是一个现实的困

难． 另一方面，依据新课程标准，学生需要在学习中对课

本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做到举一反三，直到不同程度

的应用． 而要克服这个困难和实现课标的这一要求，我认

为数学“变式教学”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手段．
变式就是改变事物的非本质特征，以便更好地认识

事物的本质特征的一种方法． 所谓“变式教学，就是指教

师在具体教学环境中，依据知识点的特征和学生的实情

有目的对命题进行适合需求的变形或变换载体的做法．
变式教学法，它的本质是设置一系列适合研究知识点需
求的变式，来展现数学问题的发现和认识的过程; 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问题的转换和解决的过程，从而达到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课堂模式． 下面就以教学均值不等

式内容时设计的片段为例谈谈对变式教学法的实际运用．

课本原题为: x ＞ 0，当 x 取什么值时，x + 1
x 的值最

小? 最小是多少?

这是对均值不等式的条件、结构特征、取等号条件的
基本测试，是对均值不等式运用的开始． 为了进一步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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