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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课程标准指出，“学生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经历观察、实验、猜想、证明等数学活动，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初步的
演绎推理能力。”当今，教育领域正在全面推进，旨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改革。但长期以来，中学数学教学十分强调推理的严谨性，过
分渲染逻辑推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生动活泼的合情推理，使人们误认为数学就是一门纯粹的演绎科学。事实上，数学发展史中的每一个重要的
发现，除演绎推理外，合情推理也起重要作用，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是相辅相成的。在证明一个定理之前，先得猜想、发现一个命题的内容，在
完全作出证明之前，先得不断检验、完善、修改所提出的猜想，还得推测证明的思路。你先得把观察到的结果加以综合，然后加以类比，你得一
次又一次地进行尝试，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的不是论证推理，而是合情推理。合情推理的实质是“发现---猜想”，牛顿早就说
过：“没有大胆的猜想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著名的数学教育学波利亚早在 1953 年就大声疾呼：“让我们教猜测吧！先猜后证──这是大多数的
发现之道”。在解决问题时的合情推理的特征是不按逻辑程序去思考，但实际上是学生把自己的经验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有机地整合进来的一种跳
跃性的表现形式。因此在数学学习中，既要强调思维的严密性，结果的正确性，也要重视思维的直觉探索性和发现性，即应重视数学合情推理
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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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综述 
1.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提出了“掌握学习理论”。“掌握学习理论”认

为学生学习中成绩的不尽如人意的主因不是学生的智力因素，而是没有

适当的学习条件和恰当的帮助造成的。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良好的学

习条件，那么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人的本性是积极向上的，向上的

动力来源于自身的许多不同层次的需求，人在不断满足自我需求中来“自

我实现”。因此，教育的目标应该和个体的需求应该是一致的。人本主义

理论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潜能，

使其在主动的参与中来享受自身价值的快乐。而中学数学分层教学的开

展，能够更大限度的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其潜能，使“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更加充分的体现。 

1.2 国内研究现状 

今日，我省在以“做未来的教育”为发展理念。做有未来的教育，

是我们的一种教育思考，一种发展理念，要用积极的教育观来影响、感

染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公众。在全市中小学中，实施了以有未来教育为方

向，以道德课堂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这种理念合乎道，至于

德，道德课堂的核心是让学生的学科知识增长过程转变为人格健全和发

展过程。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我国教育部在 2003 年颁布了第一本《全

日制义务教育数学学课程标准（实验版）》，主要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学习，简称“双基”。目前正在使用的新课标（2011 年版）明确了

课程基本理念为“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数学科学素养、倡导探究性学习”，

不仅关注知识的掌握，而且更加关注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探究能力及

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知识的能力，对待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

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从而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提高学生的数学

科学素养。同时要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向善向上的情感体验

和心灵感悟。 

2 本课题主要想达到如下目标： 
2.1 通过实践，提出在中学数学实施分层异步教学的意见，探索出

适应新课程理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的教学方式； 

2.2 制定中学数学实施分层异步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方案； 

2.3 初步形成中学数学实施分层异步教学基本理论； 

2.4 全面提高中学生的成绩，使分层学生的创新、实践等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高，促进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2.5 使参与分层教学教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更加丰富，促进教

师素质的提高，造就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3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教学中，从好、中、差各类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不同层次的目

标，进行不同层次的教学和辅导，组织不同层次的检测，使各类学生得

到充分的发展。 

3.1 学生分层：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数学基础、学习能力、学习

态度、先天因素、兴趣爱好、家庭条件等非智力因素，通过课堂教学、

课余观察、家访查档及与其他学科教师的会诊交流等途径，在对学生一

个月的全方位考查的基础上，按教学大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中层目

标、发展目标这三个层次的教学要求。  

3.2 备课分层：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设计教

法，设计分层练习。具体做法：①了解差异，分类建组。②针对差异，

分类目标。③面向全体，因材施教。④阶段考查，分类考核。⑤发展性

评价，不断提高。  

3.3 讲课分层进行：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分为：分层设疑──看书

自学──尝试练习──教师分类指导──归纳小结──分层作业。 

3.4 作业、练习分层：课内外作业，分基础题、综合运用题，基础

题全体学生必须做。对差生应该强化练习，优生 “吃不饱”时，适当补

充一些综合运用题，使不同类型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3.5 课内课外分层指导：因人因组而异，在对学生进行学习内容、

学习方法、学生特长学生品质的指导，辅导时，对差生力求坚持面批面

改，对优生加强检查督促和提示。对特长生细心呵护重点培养。  

4 研究步骤 
4.1 启动阶段：2017 年 12 月-2018年 2 月  组建课题小组，进行职

责分工和研究预设，在课题立项之后寻求理论的指导与帮助。学习教育

理论、召开开题论证会议、拟订课题报告、调查访问、摸清情况、建立

实验档案。收集资料，制定研究步骤、设计并完善课题方案。      

4.2 实施阶段：2018 年 3 月-2019 年 9 月  继续学习理论知识，在

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针对班级的实际情况，定期进行总结和评估，

积累研究素材，整理有关总结，及时提升成果。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

评议、评价，进行阶段总结。 

4.3 总结、推广阶段：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  运用经验总结

等方法，对研究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撰写课题研究论文，完成结题工作，

展示课题成果。重点进行研究资料的 后整理和结题报告的撰写，阶段

成果为总结论文，申报科研成果评选并申请课题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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