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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问题导学法中强调的是对教学的导入作用，关键需要

注意对问题的设置，最终目的要对问题实现处理，让学生的

学习能力得以提升，促进数学教学有效性的增长。因此，对

初中阶段的数学教学采用问题导学法，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

问题展开思考积极性的提高，增加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主 

动性。

2 从定义理解问题导学法

所谓的问题导学法，具体是指：教师进行具体教学环节，

针对教授内容提出有关问题，然后以问题作为导向，引导学

生开展自主思考，从而帮助正常课堂讲解活动提供充足的保

障。在平常进行课堂讲解的时候，运用问题导学法，可以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投入课堂听讲，按照教师

的问题展开探索 [1]。教师借助问题导学法开展教学引导，可

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好奇，让学生具有浓厚的兴趣。在

此环节，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设置代表性的问题，引导学生，

帮助学生开展知识研讨，结合教学情景的合理创设，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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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同数学知识进行完美融合，帮助学生调整到最佳学习状

态。因此问题导学法被称为高效的教学方式，对课堂教学效

果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还有助于减轻教学的教学 

压力。

3 初中数学中问题导学法发挥的重要作用

问题导学法能够把教学情境高效地引入课堂应用，所以

在初中数学的讲解环节使用问题导学法，可以促进学习过程

的趣味性，避免数学学科枯燥性，不仅能够实现学生对问题

的分析和解决能力的提高，还能够吸引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

兴趣，从而让学生的数学成绩得以提高。把单调的数学理论

学习和学生的生活实际高度结合，立足学生兴趣，注重对学

生进行实际问题解决和综合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提升。此种

方法对初中生自身处理具体问题以及把所学理论进行转移应

用的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初中数学教学要意识到

该方法的重要性，既要针对已有的教学材料认真做好备课工

作，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有助于数学教授的具体

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开展思考、认知，做到根据

问题找寻方法，最终完成问题处理，促使学生主动的投入教

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体验到对数学知识进行探索的乐趣。问

题导学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讲解新章节内容的时候可以

应用，在复习环节以及讲解习题的过程中也能使用，能够有

效帮助学生构建、完善数学知识体系 [2]。

4 具体应用环节需要规避的事项

4.1 导入环节设计的问题须和实践相结合

初中阶段的学生，虽然比小学阶段相对成熟一些，不过

他们的理解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依旧没有完全成熟，仍在

发展阶段。所以，教师在应用问题导学法的时候需要和学生

具有的学习特点相结合，使问题能够符合学生特色，这样才

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假如教师在导入环节提出

的问题难度偏大，超出学生能够理解的范畴，很容易打击学

生对所学内容的积极性，导致学生不能对所学章节产生全面

的理解。同样地，要是导入问题陈述不清的话，对学生学习

欲望的产生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

时，教师也会受到相同程度的打击，从而无法保证教学任务

的达成。由此可见，教师需要综合考虑学生自身的特点，根

据学生掌握的教材知识，融合教材教学要求，对导入问题进

行设置，使之具备合理性，还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增长。

只有全面考虑这些影响条件，进行有机结合，方能实现教学

效果的理想化，达成学校、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因此，在具

体运用问题导学法的时候，教师务必从科学性、合理性以及

有效性方面创设导入问题，确保其可以涵盖全部数学知识点，

再作为重要线索，实施教学活动 [3]。

4.2 打破传统模式影响，促进问题导入法的应用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学的主体是教师，由教师在课

堂上对学生进行理论内容的传输，结合学生考出的成绩作为

评判教学质量的唯一准则，这样的模式，没有考虑学生的主

体性，和当前新课改提出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不能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而且，数学学科自身相对枯燥、单调，

具备较强的逻辑性，通过传统模式的教学，学生难以对数学

产生兴趣，长期下去，学生就会丧失学习的动力，产生厌倦

情绪。在应用问题导学法的教学模式中，就可以避免这些问

题的产生，这种方法利用趣味性问题引入所学内容，其主要

方向是关注学生的发展，实现学生的个体化发展，借助询问

的形式把学生领到课堂研究，从而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能力

的养成，让学生价具备学习的积极性，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5 教学环节的具体运用

5.1 课堂导入及讲解环节的运用

初中阶段，在开展数学科目的教学环节，应用问题导学

法可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又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对学习数

学的兴趣，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要想实现这样的效果，

教师必须在课堂开展之前做好充分的备课，做到对课程整体

脉络的把控，对章节知识进行科学安排，使之贯穿整个课堂

讲解。所以，教师在导入环节要立足章节重点，科学设计问

题导入，这样可以便于学生结合问题开展自主研究与探讨，

按照问题进行思考，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运用这样的方式可

以实现数学知识点全方位、系统性的总结、比较，对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进行培养，从而实现初中数学教学效率的提升，

并且为问题导学法的应用提供便捷条件。

例如，在讲解“正数和负数”这节内容的环节，教师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可以引入平常所说的天气

温度，夏天气温都是怎么表示？冬天的气温又是怎么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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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学生按照实际体验，都可以说

出答案，接下来在让学生比较两者有什么差距？这样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正数、负数的含义 [4]。

5.2 课后巩固环节的运用

数学学习不仅是课前、课堂的学习，课后还要对所学内

容及时巩固复习才能有效掌握，并做到熟练运用。教师借助

问题导学法可以让学生对课堂知识产生深刻记忆，从而有助

于学生对重难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例如，当完成学习数轴

的内容以后，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这样的问题：在数轴上，

位于原点左边的数有什么特点，位于原点右边的数又有什么

特点？让学生进行思考总结。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数学教学环节应用问题导学法，对学

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方法以及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综合运用所

学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教师

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式，对教学目标具有清晰

认知，熟练掌握教材内容，对学生基本情况做到全面掌握，

把问题导学法更好的应用于数学教学，为数学教学效率的提

高发挥促进作用，实现高效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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