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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ipped classroom and problem design,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 design of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and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blem design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es. 
On this basis, effective teaching techniques are formed, for example problem design should consider gradient, preparation, situational-
ity, and richness. Taking the content of “Ellipse and its standard equation” as an example, it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cept, proposition and problem-solving teaching,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athematics �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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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翻转课堂、问题设计等相关概念下定义，观察和分析 3位初中数学教师的课堂问题设计，总结目前初中数学课堂在问题设
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教学技巧，例如问题设计应考虑梯度性、准备性、情境性、丰富性。以《椭圆及其
标准方程》内容为例，对概念、命题、解题教学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改善数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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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

法已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方式，人们更倾向于碎片化式学习。

2018 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信息化 2.0》文件，要求 2022

年基本完成“三全一高”的发展目标 [1]。可见，教学与信息

化结合对教育变革的促进作用已无需赘述。作为最为主要的

知识输出、输入环节——“教”与 “学”，目前教学环节中

仍然有着不妥的教学方法，传统教学形式的限制和教学创新

不足是教学环节许多“填鸭式”、“满堂灌”教学的主要原

因 [2]。而最近以来，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越发引人瞩目，

这种“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与教学实践融合的教学是在数学

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强调用问题导向教学，学生发现、提出、

分析、处理问题的模式 [3]。

研究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和数学教学现况，发现

从本质上转变学生的自主性，就要训练学生的主动思考性和

独立创造性，增加师生、学生之间的互动，确保学生有足够

的时间完成数学思考和问题探求。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催生了

翻转课堂新模式，越来越强调学生学习的个性化、主动性。

问题设计对数学教学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要促进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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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关注“翻转课堂的问题设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翻转课堂和问题设计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为核心，老师从授课转变做教学指导，

注重学生个性化学习，突出强调学生课下自学的模式 [4]，这

种“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学方式是对“教师为本体，

教师做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次序的颠覆，因此

被称为翻转课堂。它与传统课堂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2 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比较

翻转课堂教学 传统课堂教学

教学过程
课前自学、课中内化、课

后深化
课堂讲解、课后作业

教学组织形式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 班级统一授课制

教师 学习的指引者、推动者
知识的传播者、课堂的管

理者

学生 主动探索者 被动接受者

教学内容 微课程 书本教材

问题探究 主动发现 教师提出

信息技术 线上、线下多维环境 内容展示

交流方式 协作交流，在线答疑 教师提出

重要环节 学生预习自学 教师上课讲授

“问题设计”即为在教学设计环节中，教师凭借对教学

内容、目标、任务以及学生原有知识水平的了解，通过设置

适宜的问题来组织教学活动，促进、唤起学生思维，加快学

生对学习内容理解的过程。

3 问题设计的课例研究

3.1 课例来源及研究目标

选取 2017 年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初中数学优质课课程展

示的 3 节现场示范课视频录像中的问题设计，挖掘初中数学

教学中问题设计普遍存在的弊端，分析原因，根据现状提出

建议。将问题分为识记类问题、理解类问题、基本应用类问题、

综合应用类问题、做数学类问题 [5]。

表 2 2017 年广西初中数学优质课

序号 课题名称 参赛学校

1 《正弦和余弦》第一课时 南宁十四中

2
《二次函数 0a ≠ 的图像

和性质》
桂林宝贤中学

3 《平方根》 钦州市灵山外国语中学

3.2 课例分析结果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省略课例统计分析的过程。从上述

的课例分析情况说明大多数教师在考虑五类不同层次水平的

问题时设计的结构不够合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1）教师在培养学生高层次能力方面的意识较薄弱，设

计做数学类等高级思维问题的水平亟待加强。

（2）单纯的考核某个知识点以及简单知识的组合造成基

本应用类问题过多。

（3）课前准备不足，教师在课堂上出现不加思考的提问，

导致问题类型结构不合理以及问题没有达到预想效果。

因此，我们在数学教学中进行问题设计时，要全面考虑

五类问题的占比情况，较为理想的分布情况应是呈正态分布，

难易结合，由易到难，尤其注意设置适量的高水平发散问题

来深化学生的思维。

（1）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性

在翻转课堂与数学教学课例的研究中，充分体现了现代

信息技术的先进性，能高效、及时呈现教师所需要的教学内容，

更加节省时间，提高课堂的利用率。对于几何内容，能够直观、

规范的呈现图形在大家面前。

（2）体现学习方式的个性化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课前自学阶段提供统一的网络资

源材料，学生在家自己学习基本知识后，能够在学校与教师、

同学进行交流探讨，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基础以及兴趣爱好完

善个人知识结构，形成独特发展风格。

（3）增加学习机制的互动性

与传统课堂相比较，此模式更加推崇教师、学生之间的

彼此交流，通过课堂探讨这一过程，大大增加学生、教师互

动的机会和频率，有利于及时的发现和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

（4）诱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学生在了解了课堂基本知识后，对教学内容有了大致把

握，能够对自己的知识盲点、兴趣点有所明白。有所惑必有

所思，有所思则有所问。学生能积极主动的发现疑问，提出

疑问，促进思维的积极性。

3.3 翻转课堂的不足

（1）学生的动态难以及时掌握。无法避免滥竽充数的学

生，在讨论环节，课堂纪律无法掌控；

（2）学生的学习方式难以转变。从传统课堂的被动到课

下主动学习，这一方式学生无法适应；

（3）教学活动难以覆盖所有知识点，需要传统课堂以及

教师辅导来补充、拓展。在传统课堂上教师通过板书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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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梳理思路，这是翻转课堂不可代替的；

（4）师生人员配比不足。目前，教师的人数无法满足类

似“一对一”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模式。

4 问题设计案例

下面笔者以《椭圆及其标准方程》一节为例，对翻转课

堂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问题设计提出具体建议：

4.1 概念教学的问题设计

案例：椭圆的概念

问题 1：圆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画圆？

问题 2：圆的标准方程是什么？

问题 3：举出生活中的椭圆的例子？

问题 4：求曲线方程的方法步骤是什么？

问题 5：平面上到两个定点的距离之和等于定长的点的

轨迹又是什么呢？

问题 6：在画椭圆的过程中，细绳的两端的位置是固定

的还是运动的？

问题 7：在画椭圆的过程中，绳子的长度变了没有？ 说

明了什么？

问题 8：在画椭圆的过程中，绳子长度与两定点距离大

小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 9：在定义椭圆中，需要注意哪些关键词？

问题 10：为什么必须要在“平面内”？

问题 11：是否平面内到两定点之间的距离和为定长的点

的轨迹就是椭圆？

问题 12：若 1 2+PF PF 为定长，那么 1 2 1 2+ =PF PF FF

的轨迹是怎样的？ 1 2 1 2+ <PF PF F F 又是怎样的呢？

4.2 命题教学的问题设计

案例：求椭圆的方程

问题 1：求椭圆的方程时，如何建立直角坐标系？

问题 2：如何根据椭圆的定义来求它的方程呢？

问题 3：由 1 2+ =2MF MF a，得到

2 22 2 2+ + + − + =x c y x c y a接下来如何化简？ 

问题 4：还可以建立不同的坐标系的吗？

问题 5：当椭圆焦点在 y 轴上时，它的标准方程是怎样

的呢？

问题 6：大家归纳一下方程等号左边是怎样的形式，右

边呢？

问题 7：三个参数 、 、 c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 8：标准方程中分母的大小决定什么？

问题 9：求椭圆标准方程时，如何求出 、 的值？

问题 10：标准方程

2 2

2 2
1 0+ = > >

x y
a b

a b 和
2 2

2 2
1 0+ = > >

y x
a b

a b 在图形、焦点坐标、定义、参数关

系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具体是怎样的？

4.3 解题教学问题设计

案例：已知点 2, 0A ， 2, 0B − ，动点 P 满足 ABCV

的周长为 10，求动点 P的轨迹方程。

问题 1：这里有哪些已知条件？

问题 2：最后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问题 3：你的思路是怎样的？

问题 4：怎么用已知条件？

问题 5：求轨迹方程最关键的是用什么判断？

问题 6：如何求 、 、 c？

5 研究建议与不足

5.1 研究建议

5.1.1 问题设计应考虑梯度性

教师在设置问题时，应考虑到学生的认知结构，并用“最

近发展区”对其进行合理评估。问得太难，会挫伤学生的积

极性，相反，问得太简单，等于白问。在翻转课堂应用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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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过程中，更应注意当出现难度较大的问题，学生“伸

手难以够着”时，教师应当将大化小，将难化易。以学生现

有知识和能力作为垫脚石，通过铺设台阶，适当的拔高难度，

步步分解，拾级而上，引导学生从低层次知识水平向高层次

思维转变。在此前提条件应是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合理预

判，许多新入职教师在这点上尤为需要注意，可以通过不断

研读教材，分析重点难点，亦可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讨教。

5.1.2 问题设计应考虑准备性

翻转课堂教学依托微视频为载体，教师设计问题时应给

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以便确保人人都经历逻辑思考，而不

是单纯的得出答案或附和。在微视频制作中，对于选择题，

提出问题后应设置时间进度停留，在屏幕前显示选项按键；

在微视频教学页面建议显示本节课的问题数量，以问题引领

教学，发展学生发掘问题、提出问题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便学生确定学习目的和主要需要克服的问题。

5.1.3 问题设计应考虑规范性

目前，中国一部分中小学数学教师还存在着数学语言不

规范，在解释公式定义以及描述问题时不够严谨，易让学生

产生歧义和误解等现象。在问题设计当中应少问或不问“对

不对”、“是不是”等无效问题，注意避免出现需要多次提

问才能完成教师真正的问题预设，应在正确使用术语的前提

下，保证问题通俗易懂。

5.1.4 问题设计应考虑情境性

在教学引入或者新课导入环节，创立问题情境是惯用策

略之一。增加学生数学学习的热情和信心，让学生体会数学

源于生活又服务生活是教师选择的原因。但是，教师不应盲

目的滥用情境创设，对于一些与实际生活无法联系在一起的

问题，切忌硬扯强扭。

5.1.5 问题设计应考虑丰富性

问题设计应加强低层次思维与高层次思维相结合的意识，

通过设置五大类型的问题，尤其在综合类数学问题方面应加

大训练力度，以现有知识为生长点，突破难点，注重一题多

解的多维度思考方法，设计开放题型体现数学思维的广度。

5.2 研究反思

由于本人知识能力水平有限，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

之处：

（1）课例样本容量还不够多，且都是中国广西省 2017

年优质课比赛的课例，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局限性。

（2）选择的样本内容应覆盖几何、代数、概率等三大方

面的内容，并且对初中数学三个年级都应考虑到。

（3）在教师访谈时，只访谈了两位教师，结果可能与实

际出现偏差；只针对实习学校的教师进行访谈，而未考虑地区、

学校、教师等因素造成实际水平差异，未能很好的代表一线

教师的真正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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