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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新的要求。数学教师需要以学生为主导,注重学生对数学的

主要需求,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并注重数学课堂教学方法。而问题情境教学具有的教学功能和优势十分显著,教师合

理落实这一教学模式,从而保证数学课堂教学更加高效。因此,数学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需要合理地将问题情境教学渗透到

课堂当中。本文就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问题情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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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

教育问题。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和和谐的师生关系都为教学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学生学习的主要动机来自兴趣。学生对学

习的兴趣可以反映学生学习的效果。根据新课程的改革,在

教学中创造适当的问题情境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同

时,问题形势的产生也是高中数学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 

1 关于“问题情境”创设的概述 

高中学习是学生进入大学的基础。因此,对于高中阶段

的教育,教师必须充分结合高中生的学习特点和心理特点,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不断提高学生思维水平的发展,

利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情境”,创造有利于高中

数学的教学。通过充分结合高中数学教科书的知识,创造出

所谓的“问题情境”。教师创造有利于教学活动发展的有针

对性的情境,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并运用各种手段积极思考

问题。独立为解决问题,教师在创造情境时必须充分了解教

材。高中生有一个真正的选择,即创造一种情境,学生的兴趣

是学习的切入点,并促进创造情境的有效性,通过问题情境

的创造,学生可以快速进入状态,不断根据问题情境中提出

的数学问题,结合新旧数学知识,积极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

题。因此,“问题情境”的产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对高中数学教学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创设问题情境的时候也需要有一定的原则：第一,定位

原则。也就是说,在创造问题情境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教

科书的内容严格揭示数学的内在规律,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

高的效率。这也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第二,适

度性原则。因此,问题设计是基于现实的。理论和实践中教

授的知识应该适合所有学生。不要单方面适应某一类学生,

充分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可以从背景设计中发展和进

步。第三,启发性原则。这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看

到问题时,如果你能触及问题的本质,那么你必须考虑它。作

为一名教师,学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并给予适当的指

导。他们必须锻炼自己的思想和独立性。不要强迫学生学习。

在教师设计问题情境的情况下,还应要求学生不断提出新问

题,并始终保持高度敏感的思维,真正参与课堂的互动,而不

是等待问题的出现。 

2 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的作用 

2.1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 

数学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思维能力也是学生

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在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的

产生可以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让学生及时发展自身

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便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完善,

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完善知识体系。 

2.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在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下,

数学教师占据着教学的主导地位,教学方法相对简单,不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些学生甚至有学习厌倦的心理,这

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非常不利。如今,在数学教学中,“问题

情境”的产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在数

学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并把

数学教学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提高学生的知识应

用能力。“问题情境”的创设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教师要鼓

励学生大胆表达内心的想法,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2.3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规律、解决问题是有效数学课堂教学的必由之路。不但对学

生的数学知识技能的顺利掌握,而且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都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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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问题情境”的过程中,数学教师可以使班级学

生以合作学习的方式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增强学生的合作意

识,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互相帮助,相互学习,并共同进步。 

3 问题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3.1创设直观性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在高中数学教学领域,有些数学知识点比较抽象和复杂,

部分学生因为思维基础有限,所以在学习期间存在一定困难,

导致学习兴趣降低,注意力难以集中。因此,为了改善当前的

教学情境,数学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思维基础和兴趣需求,

利用多媒体载体构建直观,生动的问题情境。以直观的方式

向学生提供抽象的数学知识。让学生重新建立他们对数学的

兴趣,注重学习,并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参与数学课程探索活

动。例如,当教师进行“索引功能”课堂教学时,一些学生的

功能思想可能较弱,因此指数功能知识的学习存在一定的混

乱。为了让学生对这部分数学形成深刻的理解和理解,数学

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可视化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减数分裂

模型。之后,引导学生观察减数分裂的特征,然后尝试用指数

函数表达式表达。学生可以结合特定的数学问题进行思考和

探索,并加深对指数函数意义的理解。 

3.2创设生活化问题情境,提升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众所周知,数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

为了让学生正确掌握数学知识的应用技巧,数学教师应该依

靠二者之间的联系,依靠生活观念,合理构建问题情境。在生

活经验和常识的支持下,学生应正确掌握数学知识的应用技

巧,全面提高解决学生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比如说,教师在

进行“集合”教学时,可以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合理设计

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对生活中“集合”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究,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比如说,“男女老少、

工厂每天生产多少成品、参与世界杯一共多少球队、每支球

队的球迷”等。在分析和探索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该

“集合”数学知识的内涵,合理运用交叉和联合的知识来解

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在面对生活问题时能够运用集体的思想

和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 

3.3创设问题分析情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需要合理构建问题分

析情境,引导学生分析具体问题,让学生在分析过程中形成

良好的数学思想,强化学生的数学思维基础,全面提高学生

的素质比如说,教师在进行“等比数列”课堂教学时,可以根

据学生思维基础,合理设计问题情境。例如,“一座7层塔共

挂了381盏灯,且相邻两层中的下一层灯数是上一层灯数的2

倍,则塔的顶层共有灯？”之后,教师引导学生对这一问题情

境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自身对等比数列知识的掌握,合理

探究关系式。学生经过讨论与探究,最终得出问题答案。同

时,教师可以合理创设数学结合情境,引导学生以数形结合

思想,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全面提高学生数学学习效

率。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就“直方图和三视图”进行学习

时,可以为学生提供图形某一角度的展示图,然后引导学生

逆向推理和分析图形模型和结构,让学生在问题情境深入分

析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空间感知能力。 

4 结语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问题情境”的产生是一个复

杂而全面的工程,也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因此,在高中数学教

学过程中,“问题情境”的创作不仅需要有效地渗透数学思

维意识,还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充分激发其内在动

机,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苏西伟.关于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的深入

思考[J].人生十六七,2018,000(03Z):82. 

[2]穆妍.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的几点思考[J].

课程教育研究,2019,(34):144. 

[3]王成.问题教学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J].甘肃

教育,2018,(21):110. 

[4]钟崇灿.关于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问题情境”创设要

点分析[J].新课程(中学),2015,(0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