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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数学是初中时期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对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数学能力，教学方式的合理化、

高效化是教学的前提，其中问题导学法根据教学情境设计出具有概括性的数学问题，并引导学生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思考，为高效课堂

的创建起到了“助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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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门兼具抽象性和逻辑性的学科，它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初中这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

学生正处于思维发展的活跃期，学好数学更能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但是

初中数学的知识点很多且难度较高，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因此很多教师开始使用问题导学法进行教

学，希望学生在问题处理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数学知识的运用方法。那么，

问题导学法究竟应当如何使用才能发挥出它最佳的效果呢？接下来笔者

将为大家进行简单的介绍。 

1 恰当的设置问题是前提 

问题是问题导学法的精髓，一个适当且高质量的问题才能提高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在设置问题的时候需要

考虑到多方因素。首先，我们设置的问题必须包含着教学任务和目标，

因为问题的解决就彰显着教学任务的完成。其次，因为教学的依据是初

中数学课本，所以我们设置的问题必须是在教科书范围之内的。最后，

由于初中生的理解能力有限，我们设置的问题必须能让学生理解。只有

这三点都具备了，我们设置的问题才算是适合教学的问题。比如我们在

教学“单项式和单项式相乘”这一小节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设置这样

一个问题来进行教学，“假设卫星绕地球表面做圆周运动的速度大约是

7.9×10³米/秒，那么卫星运行 3×10²秒所走的路程是多少？”。这个问

题其实很好解决，很多学生都列出了算式“7.9×10³×3×10²”，从这个

算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四个单项式相乘，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出

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求出这几个单项式的乘积呢？”。这个算式对

一些来说是有些复杂，但是其中的解题原理其实学生都是知道的，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去将算式进行转换，转换成同底数幂相乘。这样

的问题既能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符合学生的理解能力，能够帮助

学生很好的记住所学的知识点。 

2 使用问题导学法时要注意前后呼应 

问题导学法中问题的设置有这么两种情况，一是根据实际问题进行

设问，二是针对教学方法进行设问。使用第一种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根

据已有的问题设置问题，将实际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等数学问题解决

之后再将其转化成实际的问题。而第二种方法就比较直接，是以直接切

入主题的方式进行设问，使得问题简单化，更便于学生理解。当然，我

们在教学的时候需要注意设问的方法不同，教学时使用的方法自然也要

有不同，这一点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根据实际的问题进行调整。例如，我

们在教学“两数的和乘以两数的差”的内容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题目“花

园里有一块边长为 a 的正方形草坪，统一规划之后南北方向要加长 2 米，

而东西方向需要减少 2 米，问改造之后的长方形草坪面积是多少？”。这

个问题最后的算式是（a+2）（a-2），而根据这个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设

置这样一个问题进行问题导学教学，“如何才能快速的求出这块草坪的面

积？”，这个问题比较具有思考性，因为原本的算式其实不难，但是要想

快速的求出草坪的面积就需要将算式进行简化。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对

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去研究两个数的和乘以两个数的差即（a+b）（a-b）

这个问题了。首先我们可以引导利用多项式乘以多项式的法则对这个算

式进行展开，再运用多项式加法这个法则将展开的算式进行合并，这样

就可以得出 a²-b²这样一个算式，这个算式显然就要比之前的算式简单

很多。等得出这个规律之后就可以让学生将其运用到刚刚的那个题目上，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得出答案了。而这个解题的规律不止可以运用到这

个题目中，其他题目也可以用这个规律进行教学，并且这个规律也和之

前设置的问题相互呼应，便于学生灵活的使用各种公式。 

3 做好课堂的提问工作 

我们在使用问题导学法的时候不仅需要做好问题的设置和导入，还

需要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着的，确

保问题导学法的有效性。比如在教学“图形平移”的相关知识的时候，

当我们对学生提出类似“这个图形该如何平移才能到这个位置？”这样

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在学生思考和讨论之后鼓励学生起来回答问题，

即便学生的回答不全面也不能过度的批评，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度，促使学生数学能力的提升。 

4 结束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来，问题导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着很大的

优势，既能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也能使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

运用更加透彻。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样

才能保证问题导学法的开展效果，促使初中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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