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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新课程实施以来数学教学有效性研究的兴起，什么是有效的数学教学，数学教学有效性研究需注意的问题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和

剖析。这些研究对本课题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从总体上看,有效的课堂教学的成功模式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

缺少成功的有效课堂教学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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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的提出 
本课题着力于课堂有效性教学的案例剖析，从微观的操作层面入手，

通过对案例的收集、分析、反思、提炼等，形成提高中学数学课堂有效

性教学的具体策略和方式方法。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当前的课堂教

学更具有现实意义。  

2 课题的界定 
《中国教育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

高国民的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

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

的特色。”如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科教兴国”，培养一

代“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有知识、有能力、懂礼貌、会生活”的

新人，特别是今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补课，在课时减少很多的情况

下如何提高高中数学课堂的有效性迫在眉睫，近年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社会、家庭对人才观的错误认识，对教学质量的片面理解，造成学生心

理负面压力，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优化，甚至制约人才的培养。当今

高中数学教学，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一现状必须改变。 新

课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课堂教学效益

大化，有效教学是一重要途径。有效教学是指教师在遵循教学活动的客

观规律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

效果，以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活动。它要求教

师拥有有效的教学理念，掌握有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的有效学习。

教师的教学活动要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高中数学教学的“有效”，

更强调高中数学学的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发展能力、锻炼思维形

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 

3 课题研究内容与目标 
3.1 研究主要内容 

3.1.1 高中数学课堂有效教学的理论学习与研究； 

3.1.2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通过听评课相互交流、

研讨等教学活动，思考和研究其他教师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及学习方法

的引导； 

3.1.3 高中数学有效教学方式的研究； 

3.1.4 对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案例进行分析。 

3.2 课题研究目标 

3.2.1 让人们认识到数学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性； 

3.2.2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新课程背景下的高

中数学课堂有效性的教学策略； 

3.2.3 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教学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3.2.4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4 研究方法 
4.1 调查法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总结到高中生在数学课堂上的问题，从而对

高中生的数学课堂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4.2 文献研究法 

通过搜寻、查找有关高中数学课堂有效性的资料，为后期的课题研

究做铺垫； 

4.3 教学实践法 

通过教师的听课、评课活动，分析和总结教师以及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此课题进行深入了解。 

5 研究步骤 
5.1 准备阶段（2019 年 1 月--2 月） 

5.1.1 确立研究课题，填写课题研究申报表； 

5.1.2 筹备、组织、收集资料，做出研究阶段工作安排，设计各阶

段的问卷调查等草案。 

5.1.3 加强理论学习，为课题研究的开展做好准备。 

5.2 实施阶段（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 

5.2.1 全面启动研究 

5.2.1.1 制定课题研究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对应的策略。 

5.2.1.2 确定实验班级。开展实验活动，通过问卷调查、课堂检测

等多种途径收集学生的学习效果、课堂感受、整理相关数据，结合其他

教师的经验，针对实验前后学生学习状况的变化，形成详实的书面材料。 

5.2.1.3 制定课题研究的活动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实验活动。 

5.2.2 分步实验研究 

5.2.2.1 分阶段实施实验研究，记录收集相关数据，及时汇总材料。 

5.2.2.2 按阶段进行总结、反思、改进、推广，形成研究材料。 

5.2.2.3 通过听评课、课堂教学大赛等教学活动，收集过程资料，

反思研究方法，检验研究成果。 

5.2.2.4 撰写教学论文、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等。 

5.3 总结阶段（2020 年 3 月） 

5.3.1 整理课题研究的过程资料和各种文档资料。 

5.3.2 汇总关于课题研究的教学论文、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等。 

5.3.3 形成数学课堂教学典型案例分析。 

5.4 结题阶段（2020 年 4 月） 

5.4.1 整理研究成果，撰写课题研究结题报告，申请结题。 

5.4.2 完成课题结题工作，推广普及。 

5.4.3 预期成果：课题研究的教学论文、教学反思、数学课堂教学

典型案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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