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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iding teaching of thinking takes the thinking as the core, the teacher’s “guidance” is combined with the student’s “learning”, 
the teacher uses the question means to initiate the student's thinking, coordinates the student's intelligence and the non-intelligence 
factor, from the shallow to the deep,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inside, from then to then and then to impart the knowledge, the cultivation 
ability, enhances the quality. Based on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and the goal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lifelong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their think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the guided teaching of think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thematics 
class typ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and teachers can better grasp the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structure and teaching method 
law of each type of clas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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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数学思维学导式课型研究——概念课的教学模式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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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学导式教学，以思维为核心，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结合，教师运用问题手段启动学生思维，协调学生智力与
非智力因素，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基于中职学校的学情以及中职数学教学目标，
立足于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习力，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尤为重要。以思维学导式教学为研究对象，对中职数学课
型进行研究，教师更好掌握各类型的课的教学目的、教学结构、教学方法的规律，提高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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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维学导式教学思想应用于中职数学教学，激活中职数

学课堂的活力，对改善中职数学课堂的教与学具有一定的影

响。其核心思想在于学生的参与，教师根据对学生学情的分

析，教材内容的组织，课堂学习的需要，在尊重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基础上，为学生的学习预设系列问题，这个问题系列

是动态的、可调的，关注学生的思维学习活动，由问题的提出、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课堂展示与交流、评价反馈等环节组成，

遵循生命教学思想，为了每个学生学有所获，关注学生在学

习环节中的具体活动。

中职数学的课型包括：概念课、习题课、讲评课和复习

课等，主要以讲授为主要形式。因此，在这些课型当中更多

是教师的活动，在思维学导式中，职数学课堂就必须发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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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变化。

思维学导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如下：

论文以《函数的概念》的教学设计为例阐明思维学导式

概念课教学程序。

概念学习是中职数学教学的关键，中职学生数学学习困

难主要在于概念不清，知识体系不健全。概念的学习重在“重

新建构，纳入体系”，通过各种数学形式引导学生从具体实

例抽象出数学概念，揭示和概括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把握

某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以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和理解，通过概念课教学锻炼学生辩证唯物思维，树立实践

改造世界的思想 [1]。

思维学导教学模式概念课的教学框架如下：

2 教材分析
2.1 内容、地位与作用

函数是中职数学的核心内容，函数概念是中职生数学学

习中感觉最困难的概念之一。学生理解函数不仅要理解常量，

变量的概念，还要理解“变化过程”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

函数表示方法的多样性，要求学生在符号语言，图形语言和

文字语言之间进行灵活地转换，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

起来，是中职数学中最重要的概念 [2]。

2.2 教学目标

2.2.1 知识目标

(1) 理解函数的定义。

(2) 理解函数值的概念及表示。

2.2.2 能力目标

(1) 通过函数概念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2) 通过函数值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计算工具

使用技能。

2.2.3 情感目标

使学生具备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能把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养成严

谨的思维习惯。

2.3 重点、难点与关键

教学重点： 函数的概念。

教学难点：对函数的概念及记号 )(xfy = 的理解。

教学关键：抓住要素突出特点，提升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水平。

3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采用思维学导式教学法。

学法指导：采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合作学习方式，

使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体作用。

4 教学过程
4.1 目标导向：问题情境，引入概念

本环节，教师设计问题创设情境，学生自主尝试发现问

题，通过感性体验激活动机。

问题一：指出下列问题中 x 与 y 有何关系？

（1）淘宝网店销售裙子，每件 59 元，卖出 x 件，总价 y 元。

（2）某天 24 小时的温度曲线图，时间 x 与温度 y。

（3）小明进了一批欧美版的裙子，请根据尺码对照表

换算欧洲码 x 与中国码 y。

设计意图：通过问题情境，感知对应关系的不同表达方

式，学生通过思考，为学习新知创设情境。    

4.2 激学导思：激学导思，形成概念

本环节，教师启发诱导及时点拨，学生自主探究设疑质

疑，通过问题思考激活思维。

问题二：你能回答以下问题吗？

（1）存在哪些变量。

（2）它们有什么关系。

（3）x 取值有什么特点。

（4）归纳问题表述的对应关系。

师：问题（1）中，有两个变量分别是件数 x 和总价 y；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 y=59x；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是自然数

集。对应关系为：有两个变量 x 和 y，当 x ∈ N 时，每一个 x

按表达式 y=59x 都有唯一确定的 y 与之对应。

学生模仿表述并书写记录，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并回答

问题（2）（3）。

生：问题（2）中，有两个变量分别是时间 x 和温度

y；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图所示；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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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24。对应关系为：有两个变量 x 和 y，当 x ∈ {x|0≤x≤24}

时，每一个 x 按图像都有唯一确定的 y 与之对应。

生：问题（3）中，有两个变量分别是欧洲码 x 与中国

码 y；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表格所示；变量 x 的取值范围

是 32,34,36,38,40,42,44。对应关系为：有两个变量 x 和 y，当

x ∈ {32,34,36,38,40,42,44} 时，每一个 x 按图像都有唯一确定

的 y 与之对应。

设计意图：通过不同实例的表述，了解函数表述的方式，

为下一步归纳定义做好铺垫。

4.3 引疑释疑：引疑释疑，理解概念

本环节，教师反馈信息及时评价，学生主动参与多向交

流，通过问题解决激活潜力。

问题三：在问题二中，它们存在什么共同点？能否归纳

说说，跟以前学过的哪个概念类似？

（活动设计：教师提前设计表格，学生积极思考小组讨

论填入讨论结果，并让其中一个小组展示并回答。）

师：将上面的表述结论归纳成表（见表 1）

生：共同点，都有两个变量 x 和 y、x 都有取值范围，对

每一个 x，按对应关系，都有唯一的 y 对应。

设计意图：在具体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提炼，是

学生初步掌握函数概念的形成。

4.4 点拨提高：点拨提高，深化概念

本环节，教师启发诱导拓展深化，学生探索变式深入理

解，通过问题深化发展思维。

问题四：在初中已经接触过函数的概念，只是从式子的

方面认识，从以上的举例，可以发现函数并不局限于式子的

对应，那怎样更准确地表述函数的概念呢？

师：请查找教材中函数的定义，并划出关键词。在中职

阶段函数的概念中关键要素是什么。

生：集合 A，对应法则 f，集合 B，

师：连接集合 A、B 的关键是什么？

生：A 中每一个 x，按对应法则 f，对应 B 中唯一的 y

师：也就是说只要 x 确定，对应法则 f 确定，那 y 就？ 

生：唯一确定

师：也就是说函数三要素中，关键要素是集合 A 和对应

法则 f，如果用新学习的名词表述为？

生：定义域确定，对应法则确定，值域就唯一确定。

设计意图：通过教师的启发同问与学生的自主探索相结

合，师生以平等合作的方式进行教与学，在对话中互相影响、

互相补充，共同进步。

4.5 精练强化：精讲训练，应用概念

本环节，教师设计训练延伸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求新求

异，通过综合运用发展能力。

问题五：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并归纳定义域求法。

（1）f(x)=59x；（2）f(x)= ；（3）f(x)=
（活动设计：各小组合作完成，让 3 个小组进行展写，

然后让 3 个小组派代表进行展讲，学生补充，教师点评。）

设计意图：让学生思考分组交流，发表自己的看法，教

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不足并补充，题目的安排低起点，

小台阶，循序渐进，符合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

问题六：设 f（x）= ，求（1）f(0)，f(-5)，f(- )；（2）

f(b)，f(2b-1)，f(x+1)。并归纳求函数值的方法

（活动设计：各小组先讨论，让 3 个小组进行展写，然

后让 3 个小组派代表进行展讲，学生补充，教师点评。）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初中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在思考与

讨论中对函数的认识更上一层楼，并培养学生相互交流的能

力，让学生的数学符号解决问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4.6 归纳自结：归纳自结，深化概念

本环节，教师引导点拨，学生总结升华，通过纳入系统

自我提升。

问题七：本节课，我们学习一个概念、三个要素、两个

方法分别是什么？

表 1 函数表述结论

变量 x 的取值范围 x 对应关系 y

两个变量 x 和 y x ∈ N 每一个 x 按表达式对应 唯一的 y

两个变量 x 和 y x ∈ {x|0 ≤ x ≤ 24} 每一个 x 按图像对应 唯一的 y

两个变量 x 和 y x ∈ {32,34,36,38,40,42,44} 每一个 x 按表格对应 唯一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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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各小组先讨论归纳，选一个代表进行归纳

小结，学生补充，教师点评。并完成课堂学习小组评价。）

设计意图：学生回顾学习过程，启发学生自觉及时完成

学后反思，从知识、技能、思考方面小结，升华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肯定学生的参与，鼓励学生的进步，让学生有自

信成为学习课堂上的主人。

5 教学反思

这一节课是在服装设计班完成，坚持“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的思维学导式教学思想，根据学情进行教学设计，

重点在于函数的概念及记号 )(xfy = 的理解，不加以复合

形式的拓展，避免加重学生学习的困惑，落实学生够用原则，

把教材内容转化为问题线串联，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思考，

小组讨论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整节课力图把更多的

时间留给学生，让学生更多的探索，体验成功的快乐，学习

领悟的体验。

6 结语

论 文 通 过 思 维 导 学 法 在 教 学 中 的 案 例， 围 绕“ 问

题”“学”“导”统一整体应用于课堂教学。结合中职数学

教学的现状，了解中职数学课堂的共性与特性，研究思维导

学法的应用，提高中职数学课堂活力，促进中职学生数学学

习。教师转变教学思维，变教会为学会，重视学法的教授；

变一言堂为众家议，培养爱思考、鼓励质疑、先动脑再动手；

变满堂灌为留有白，预留学生思维的时间与空间 [3]。通过问

题性教学环节的设计，师生、生生的双边互动，自己弄懂教

会他人，促使课堂气氛更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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