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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as	a	strong	logic,	learning	difficulty	is	increased,	many	students’	learning	is	hindered,	affec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 teachers can apply the problem inquiry guidance method, with the help 
of problem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diverge students’ thinking,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explore and solve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e research work i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research design 
principle, points out to build three-dimensional situation, dynamic display the content, extended mathematics classroom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thought	methods	and	other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the	problem	inquiry	guidance	method,	build	a	more	efficient	
mathematics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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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究导向下的高中数学教学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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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数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学习难度加大，很多学生的学习受到阻碍，影响到进一步发展。为此，在高中数学课堂中，
教师可以应用问题探究导向法，借助问题，激发学生兴趣，发散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鉴于
此，开展论文研究工作，主要分析问题探究导向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设计原则，指出要构建立体情景、动
态展示内容、延伸数学课堂和应用数学思想方法等多种教学策略，落实问题探究导向法，构建更加高效的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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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落实，在高中阶段更加关注培养学生

的数学综合素养。不再是单纯地灌输数学知识，讲解解题技

巧。而是更加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综

合水平。因此在高中数学课堂中，教师应当坚持问题探究导

向，以学生为主体，以思维发展和能力培养为目标，开展课

堂教学，启发学生数学思维，提高学生应用分析的能力。在

该模式的支持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分数，也能实现

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

2 问题探究导向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高中数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难度也呈阶梯式发

展。学生在学习时受到诸多阻碍，如果缺乏有效的方法和系

统化的思维，很难提升自身的数学水平，久而久之，就会失

去对数学的兴趣，限制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基于此，教师可

以应用问题探究导向，构建高效课堂，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发散学生的数学思维，教师根据数学知识的特点，合理设置

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在问题中建立兴趣，积极探究，

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也是学生主动思考发散思维的过程。

在情境中，教师留下悬念，使学生产生更加强烈的探究需求，

积极讨论，实现思想的碰撞，挖掘已有知识和未知知识之间

的联系，也能很好地融合知识的具体性和抽象性，发散学生

思维，掌握有效的解题思路，提高学生探究问题的水平 [1]。

而且问题探究导向的应用可以实现传统教学的创新，

实现减负增效的目的。在以往的数学课堂中，教师采用传统

单一的方式，通过题海战术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长期处于

高压环境，难以提高学习效率，效果适得其反。因此以问题

探究为导向，构建特色活动，可以改变大量刷题的现状，使

教学方式更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问

题中学习与探究。引导学生使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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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知识框架，开展系统化的学习，以便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真正的减负增效。

3 问题探究导向下的高中数学教学设计原则

3.1 整体性原则
在以往的问题教学中，教师往往设置一问一答，有很

大的随意性。从问题入手讲解内容，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

可能会抛弃这个初始问题，导致课前与课中的联系不够紧

密。因此在坚持问题探究导向时，教师要充分把握整体性原

则。把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维整体去思考设计，并结

合学生的思维模型，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的问题形式 [2]。可以

借助思维导图工具和大单元教学思维，构建知识体系，选择

合适的问题点，设计趣味化多元化的问题，贯穿于课堂的多

个环节中，确保课堂能够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加强学生系统

化地学习。

3.2 探究性原则
问题的设计要具有探究性，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

师从具体的问题出发，逐步设问，引导学生建立兴趣，在探

究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想法，获得新的认知，保持长足兴

趣，获得一定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现学生思路的

发散，也能掌握多种有效方法。教师可以将实际生活与数学

问题相联系，增加问题的可探究性，吸引学生应用生活化思

维思考，在实践的过程中吸收理论知识解决问题，更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

3.3 层次性原则
教师坚持问题探究导向，合理设计问题，关注问题设

计的层次性。坚持层次性原则，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

引导，这也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使不同学习能力层次的

学生都能更好地适应该教学模式，在问题的影响下去探究。

如果难度过高，很多学生没有思路就会失去对数学的兴趣。

因此由浅入深地进行引导，根据学生兴趣设计基础知识的问

题，建立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从具体的内容入手。关联

所学知识，设计系统化问题，使学生不断地抽象思维，锻炼

逻辑，联系所学知识，透过问题发现知识的本质，从而达到

数学抽象的目的，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4 问题探究导向下的高中数学的教学策略

4.1 结合学生思维特点，创设立体情景
以问题探究为导向，需要教师认识到学生在其中的主

体地位，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选择合适内容，创设立体化

的情境。便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参与到问题情境的学习与探

究中。首先，教师分析当前高中生的数学思维特点，根据培

养目标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内容元素。其次，收集整理各种

资料，在多元资料的支持下构建立体化的问题情境，使学生

能够第一时间理解题目内容，挖掘有效信息 [3]。在情境中加

强体验，主动思考，逐步缓解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感，培养学

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例如，在学习函数模型及应用的相关

知识时，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案例，创设情景：企业资金运

转困难，通过财源缓解经济压力。裁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呢？ 学生们回答：从节约运营成本入手裁员，保证企业的

正常盈利。教师结合真实的案例，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发学

生思考，建立问题意识，积极参与到立体情境中。将所学的

函数知识与问题信息密切结合，提炼出关键信息，有效解决

问题。

4.2 动态展示，启发学生深度学习
在高中数学课堂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

然而数学知识过于枯燥和抽象化，一些学生水平不足，难以

进入到学习状态。基于此，教师可以动态地展示数学内容，

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可以激发学生兴趣，建立学生认知，

积极进入到状态中。从感官入手启发学生，调动学生思维由

浅入深地学习，实现深度学习的目标。教师可以应用微课资

源，动态展示课堂的学习内容，在微课视频的支持下，使学

生明确具体流程，把握课堂重难点，加强生生互动和师生互

动，有效解决各类问题 [4]。例如，在学习指数函数时，教师

利用微课视频讲解指数函数内容，与对数函数对比学习。通

过动态的画面呈现课本中的理论知识，讲解图像中的关键要

素，要求学生指出指数函数的底数与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工具，引导学生合作探究也是几种不同

的情况。使学生认识到底数满足 0 ＜ a ＜ 1 时，函数值 y 随

着自变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满足 a ＞ 1 时，函数值 y 随着

自变量 x 的增大而增大。合理应用微课资源动态呈现数学知

识，使学生的认知更加直观化，顺利开展问题探究，认识指

数函数的性质和特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见图 1）。

图 1 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4.3 融合信息技术，延伸课堂空间
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入，可以加强线上与线下的联系，

打通课堂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创新形式，便于

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教学效率。在坚持问题探究

导向时，教师也可以应用信息技术打造智慧课堂。充分突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由各小组开展积极的探究活动，教师从中

观察指导。各小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探究，实现思维的碰撞

发展，也能掌握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例

如，在学习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时，教授可以充分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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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台，打造翻转课堂，设置学习任务：直线与直线有平行，

垂直等位置关系，那直线与平面呢？应该如何探究？各小组

接收到学习任务，开展前期预习，提出自己的猜想与模拟实

验的想法。随后进入课堂中，教师为学生提供多媒体工具，

可以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演示，展示各种变化情况，验证学

生的猜想。在相互交流讨论中，学生能够认识到直线与平面

平行的条件，与判定定理内容结合，充分理解课本中的知识。

教师要求各小组做好记录工作，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总结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知识点。

4.4 应用数学思想方法，开发学生思维
数学思想方法的有效渗透，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引导学生运用思想方法去解题，不仅可以举一反三，也能拓

展学生的思维领域，实现知识的联系 [5]。学生综合应用各种

知识和解题技巧，提高综合素养。因此在数学课堂中，教师

可以设置启发性问题，在问题中渗透几种不同的数学思想方

法。例如，一个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坐标分别为 A（5，1）、

B（7，–3）、C（2，–8），求外接圆方程。教师渗透数形

结合思想方法，要求学生结合题目，绘制相关图像，提炼出

隐藏信息，寻找有效的解题思路。有的学生指出，可以先求

AB、AC 的垂直平分线的方程，找到他们的交点，顺利推

理出圆心，求圆心到点 A 的距离获得半径，从而推导出外

接圆方程。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解法，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

从其他角度入手。选择代数运算这一角度，在代数运算的过

程中，两个圆方程相减，进行消元获得一个二元一次方程。

利用这一方法便于培养学生的多元思维，从不同角度入手思

考，综合应用各种知识，拓展学生的思维路径，提高学生的

解题效率。

4.5 做好教学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教学评价环节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根据评价内

容，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能指导教师调整教学

方案，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基于此，高中数学教

师要优化教学评价，健全评价体系，开展对学生全面系统的

评价工作。坚持问题探究导向，评价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评价指标，选择合适的评价方式 [6]。

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完成作业情况、考试成绩等，将过程

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还要增加评价主体，通过师生互

评、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等多种方式，便于教师从不同角度

入手，了解学生对数学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

提高对问题导向的重视，健全评价标准，使评价工作更加客

观性和全面性，指导问题教学方案，不断健全教学计划，也

能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不断地进步，提高自身

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高中数学教学活动，

可以实现传统教学模式的创新，激发学生兴趣，实现对学生

的有效培养。在具体应用中，高中数学教师需要坚持整体性、

探究性和层次性的原则，合理设计问题。结合学生的思维特

点，设计立体的问题情境。引进先进技术，延伸课堂空间。

动态呈现内容，激发学生兴趣，开展深层次的学习。渗透数

学思想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并

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机制，为教学工作提供指导。从多方面

入手，构建更加高效的数学课堂，发挥问题导向的优势，实

现对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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