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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based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ject based 
learning, with its student-centered, practical, collaborative, and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brought new vitality to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The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cluding project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student grouping and role alloca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guidance,	project	achievement	display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reflection,	summary,	and	extension	strateg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help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ultivate their practical, innovative,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provide new teaching ideas and models f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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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创新，项目式学习以其学生中心、实践性强、合作性和情境性等特点，为
初中数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论文详细介绍了项目式学习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创新应用，包括项目选题与准备、学生分
组与角色分配、项目实施与指导、项目成果展示与评价以及反思总结与拓展延伸等实施策略。这些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初中数学教育提供新的教学思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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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

已难以满足现代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

中数学教学方法应运而生。项目式学习以其学生中心、实践

性强、合作性和情境性等特点，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主探

究、合作学习和创新实践的平台。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

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

构建者。因此，研究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创

新，对于提高数学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具有重要

意义。

2�项目式学习的特点

2.1�学生中心与主动探索
项目式学习强调学生的中心地位，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

力选择项目，并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探索、学习、实践，

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习惯。

2.2�实践性与问题解决
项目式学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

养，学生通过参与真实或模拟的项目活动，将所学的数学知

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体验数学在日常生活和科技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

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2.3�合作性与团队协作
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学生需要组

成小组，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并在合作过程中分享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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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成果。这种合作性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同时，

学生还可以通过与同伴的交流和讨论，拓展思路，激发创新

思维。

2.4�情境性与跨学科整合
项目式学习注重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情境相结合，

使学生在真实的或模拟的问题情境中学习和应用数学知识。

这种情境性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

实际应用价值，提高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同时，项目式学习还强调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和应用，有助于

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体系，培养他们的跨学科综合能力和创

新思维。

3�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创新

3.1�情境导入：激发探究欲望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创新，其关键在

于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使他们能够主动投入到数学学习

中。情境导入作为这一教学模式的起始环节，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初中数学的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导入，

将学生带入一个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数学世界。例如，当

教授几何知识时，教师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讲解，而

是引导学生从实际问题出发，将抽象的几何概念与具体的生

活情境相结合。教师可以设定一个具体的任务，如设计并制

作一个简易的机械玩具，这个玩具需要运用到所学的几何知

识。这样的任务不仅能够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数学的实用性，

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实施情境导入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巧妙地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互联网

等，为学生呈现更加生动、有趣的情境。通过视频、图片、

动画等多种形式，教师可以将复杂的数学概念变得直观易

懂，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教师还可以借助网络资源，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素材和参考资料，拓宽他们的视

野和知识面。

3.2�任务驱动：深化知识理解
在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中，任务驱动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深化对数学

知识的理解与应用。通过设计精心且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任

务，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主动探索、发现问题并解

决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与深化。在设计项目任务时，

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确保任务既具

有足够的难度和挑战性，又能够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到

数学的魅力。以统计知识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项关于学生

课外活动的调查统计项目。学生需要自行设计问卷、收集数

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这个过程中，学生将

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需要运用所学的统计知识去解

决。在项目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团队合作和互相学习，共同完成任务。

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入理解统计知识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还能够通过实践操作提高自己的数据处理能力

和分析能力。学生还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数学

的实用性和价值，进一步激发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教

师还可以将项目任务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实际问

题中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1]。例如，可以让学生利用统计

知识对家庭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或者利用几何知识对

房间进行设计和布局等。这样的项目任务能够让学生更加深

刻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提高数学学习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3.3�团队协作：培养综合能力
在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中，团队协作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创新点，它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助合作，共同面

对挑战，以达成学习目标。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将

学生分组的方式，引导他们进行合作学习。每个小组的成员

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共同协作，探讨问题，寻找解决

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但更多的

是鼓励学生自主思考、自主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学

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学习的主体，主动参与到知

识的构建过程中。团队协作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在

小组中，学生需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理解他人的观点，

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为了完成共同的

任务，学生还需要学会分工合作，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

协作能力和责任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思

考、不断尝试，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团队协作的学习方式还能够让学生在互相学习、互相

帮助中共同成长。在小组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

特长和优势，同时也能够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够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和归属感，让他们更加热爱数学学习。

3.4�跨学科融合：拓宽知识视野
在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中，跨学科融合是

一项创新的教学策略，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且丰富的知

识学习环境。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

着紧密的联系。在数学教学中，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

技能，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打破学科界限，实现知识的融会贯

通。例如，当讲解几何知识时，融入物理的力学原理，学生

可以在理解几何形状的同时，了解其在物理世界中的应用和

解释。同样，在代数学习中，结合计算机编程，学生可以通

过编程实现复杂的数学运算，体验数学在现代科技中的实际

应用。这种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

视野，使他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内涵和外延，还能

有效培养他们的跨学科综合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

生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能

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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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还能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

和整合能力 [2]。学生不再将知识视为孤立的点，而是能够将

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这种整合能力对于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至关重要。

4�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的实施策略

4.1�精心选题与准备：奠定学习基石
在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中，选题与准备是

奠定学习基石的关键步骤。选题时，教师需要充分考虑课程

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确保所选项目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兴

趣，又能够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可以

结合现实生活场景，设计一个与几何知识相关的项目，如“利

用几何知识设计公园景观”。这样的项目不仅能够让学生将

所学的几何知识应用到实际中，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

能力和设计思维。在选题后，教师需要精心准备教学资源，

包括教学材料、实验工具等，确保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

够顺利进行探究和学习。

4.2�科学分组与角色定位：激发合作潜能
在项目式学习中，分组与角色定位是激发学生合作潜

能的重要环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能力和

兴趣爱好，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分组时，教师应注重

学生的互补性，确保每个小组内部成员能够相互补充、相互

支持。在分组后，教师需要为每个小组分配不同的角色和任

务，如组长、数据收集员、分析员等。这样的角色分配能够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项目中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3]。

4.3�引导实施与精细指导：促进自主探究
项目实施是项目式学习的核心环节，在这个阶段，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探究、讨论、实践等方式自主完成项目

任务。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教师需要密切关注学生的

项目进度，了解他们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供及时

的帮助和指导。教师还需要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学

习和互相启发，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不仅能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探究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4.4�展示成果与综合评价：检验学习成效
项目成果展示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一环，在这

个阶段，学生需要通过口头汇报、PPT 展示、实物模型等方

式展示自己的项目成果。为了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成果，

教师需要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评价内容应该包括知

识掌握程度、技能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

面。教师还需要对学生的项目成果给予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为今后的学习提供方向。

这样的评价方式不仅能够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还能够激发

他们的学习动力，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4]。

4.5�深入反思与拓展延伸：提升数学素养
项目完成后，深入反思与拓展延伸是提升学生数学素

养的重要环节。在这个阶段，学生需要对自己的项目过程进

行回顾和总结，分析项目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并思考

如何改进和提高。这样的反思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

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教师还需要引导

学生将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拓展相关的知

识和技能。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索更多与项目相关的

数学知识和应用场景，如将数据分析知识应用到商业决策

中。这样的拓展延伸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学知

识，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5�结语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初中数学教学方法创新，成功地为

数学教育注入了新活力。这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实践与合

作的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培养了他们

的实践、创新和问题解决能力。展望未来，项目式学习将在

初中数学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引领教学走向新的高

度。教育者应不断探索和完善这一教学模式，为培养更多具

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数学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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