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9 

大班额教学环境下的初中数学操作实验教学分析 
刘青 
山东省泰安市徂汶景区天宝镇第二初级中学 
DOI:10.32629/jief.v2i8.2091 
 
[摘  要] 数学学科中严谨性和逻辑性较强，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大班额环境下初中数学中

应用实验操作的作用，包括培养学生动手实践操作能力、逻辑思维推理能力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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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学科抽象性较强，对学生思维能力要求较高。实验教学是一种

新型的教学方法，经过长期使用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教师可以通过

实验优化教学目标以及完善教学内容，依据初中学生性格特点和认知能

力展开教学。 

1 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在以往传统的数学教学过程中，通常教师占据主体地位，学生没有

积极进行参与，很少能够获得动手实践操作的机会。造成课堂教学中教

师与学生之间无沟通交流，学生掌握的知识层面较为浅显，缺少深入理

解和思考。长期以往，学生失去主动学习的能力形成被动接受教师思想

的习惯。因此，为确保实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应当提供给学生实践操

作的机会，引导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更好掌握数学知识。数学实验主要是

通过使用测量工具、作图工具以及剪刀等进行实践，通过此种方式有助

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概念，培养学生掌握能力。 

例如：在进行《轴对称》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借助实验的方式

提升学生认知和理解能力。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使用两个完全相同

三角尺拼接成轴对称图形，在纸上画出拼凑出的轴对称图形，组织学生

将纸依据中心点进行对折，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能自己验证画出的形状是

否为轴对称图形。学生在画和拼两个环节中产生初步的思考，再通过具

体的折叠活动检测自己的猜想。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用两个完全相同

的并且含有 30°的三角尺总共能拼出多少轴对称图形。学生在不断进行

思考的过程中掌握折叠与轴对称间的关系，在反复实践过程中提升学生

动手操作能力。 

2 培养学生数学推理能力 

在现阶段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学生每天接收到不同的信息，

信息的正确与否需要学生自己依据推理进行甄别。数学学科具有思维能

力较强的特点，对学生推理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尽管数学规律具备抽

象性，但是教师在借助实验后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并且掌握知识，拓宽学

生思维，学生在实验中分析总结数学规律。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思维推理和逻辑能力。借助数学实验活动进行大胆猜

想并进一步探索，细致全面观察实验结果，在实践中获得数据，及时发

现存在的问题。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思维和

创造力。学生能在实验的过程中提升观察和思考能力，最终得出正确的

结论，有助于增强学生推理能力。 

例如：在学习《平行四边形》这节内容时，教师就可以进行实验教

学。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为每个不同的小组提供能移动变化的平行四

边形的构架，并且缓慢推动框架后能够发现边长、对角线以及内角发生

明显变化。教师可以提问“当框架中某一个角成为直角时，平行四边形

中其他三个内角分别是多少，对角线是否发生变化”。学生通过在小组内

展开讨论思考教师提出的两个问题，最后小组内部成员达成一致意见。

学生在经过平行推移验证猜想后能够得出结论：当平行四边形中一个内

角为直角时，其他的三个内角也是直角，对角线是相等的。学生通过自

行实验得出结论加以验证，坚持依据已知条件进行猜想，再通过实验进

行验证的原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形成推理的良好习惯。 

3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兴趣 

传统数学课堂中应用实践教学的方法较少，随着新课标理念的改革，

实验教学应用的更加普遍。教师应当转变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路，在课

堂教学中融入实践，为学生提供新型且具备吸引力的教学方法，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和兴趣，将枯燥无趣的教学课堂变得生动活跃。因此，

教师可以依据教学内容设计有趣的实践活动，学生通过直观的实验也更

加有助于掌握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提升动手操作的能力，进一

步引导学生在具体操作中掌握数学原理。教师通过巧妙利用实验进行教

学，与传统教学模式只是讲述枯燥无味的概念相比提升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 

例如：在讲授《不等式的基本性质》这节内容时，教师可以提前准

备好使用的实验器材，例如：天平和砝码等，再带领学生做天平实验来

证实不等式的性质。教师在天平的左端放一个重 50g 的砝码，右端放置

一个重 100g 的砝码，学生通过实验直观看出天平处于不平衡状态，向右

倾斜。继续向天平左右两端各添加重 50g 的砝码，学生能够发现天平仍

然是向右倾斜。紧接着教师可以将左侧的 50g 的砝码换成 20g 的，右侧

的托盘中放置一个 50g 和 20g 的砝码，学生发现仍旧维持向右倾斜的状

态，从而得出不等式的一个性质。再继续利用天平进行演示，进一步总

结出不等式的另一个性质以及变化的规律，并引导学生对比分析不等式

和等式的性质相同点以及不同点。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实验教学方法被广泛使用。

教师应当多提供给学生动手实践操作的机会，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变为

直观化的教学。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动手操作能力，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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