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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问题教学法在复习课中的应用
文/陈中华

摘要：问题教学法对初中数学复习课是很有必要的。它以问题作为载体，引导学生自发地对所提出的问题

探索分析，能够帮助学生在数学的复习过程中逐渐找到兴趣。不仅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还能让老师在复习教学过程中减轻一些教学负担。在进行问题教学法的运用时，老师要注意创设问题

的合理性及所面对的学生层次，使提出的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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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教学法应用的重

要意义

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就在

于“问题”。因此，在将问题

教学法应用到初中数学的课堂

上时，老师要以“问题”为中

心，将知识内容一步步地呈现

给学生。数学是一个抽象性和

逻辑性都比较高的科目，所以

老师在设置问题的选择上要注

意下列几点：(1)这个问题是否

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2)这个

问题对学生理解、掌握知识是

否有帮助；(3)这个问题的难度

是否能够适用于大部分学生。

老师在设置问题时如果能够遵

循这几点内容的话，那么学

生在知识的把握上会更加得心应手。处于初中阶段的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还没有完善，所以习惯于用形象

化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能

够将抽象化的问题进行具象化，帮助学生理解问题。

课堂上的主体是学生，老师是辅助学生学习的，但是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常常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

老师在课堂上很努力地讲课，学生似乎也在很认真地

听讲，但是最后的课堂质量并不高。这是因为学生的

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凸显，老师一味地将知识灌输给学

生，但是学生只是被动接受，大脑对于这些知识并没

有思考，很容易造成他们对知识理解不透的情况。更

糟糕的情况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学生的注意力并

不能完全集中起来，课堂气氛不高，学生积极性不

强。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对数学这门学科产生惧怕

感。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学生不愿意再进

行数学这门学科的学习，对数学学习产生了一种排斥

与厌恶感。该怎样有效避免这种糟糕局面的出现？我

想，也许问题教学法能够给予老师和学生一个较为满

意的答案。什么可以称之为问题教学法呢?我们从字面

意义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将一个问题为一个

教学的载体，然后来指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

问题教学法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它可以让学生像打游戏

通关一样，将一个个问题看作一个个关卡，然后激发

其胜负欲，自发地探索问题。

二、初中数学复习课中问题教学法的应用策略

在新课改背景下，循序渐进原则不仅适用于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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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复习课同样可以引用，引导学生自然、平稳地

复习所学内容，增强他们的理解与记忆。具体到初中

数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也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围

绕复习内容精心设置一系列梯度性问题，由简单到复

杂地呈现知识与问题，指引学生由浅及深地思考、分

析与解决问题，使其形成规律化、条理化的数学知识

体系，并为他们带来引人入胜的感觉，提升复习课的

活力。

例如，在“等腰三角形”的复习过程中，教师先

询问：等腰三角形有哪些性质？如何判定？性质和判

定定理的证明方法分别是什么？引领学生回顾等腰三

角形的性质及判定过程和方法，然后提升问题层次：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的逆命题分别是什么？你能

证明等腰三角形性质的逆命题是真命题吗？让学生回

忆相关理论知识，简述证明过程。接着，教师继续提

升问题层次：建筑工人在建房子时，为确定房梁是否

水平，常用如下方法：把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角

板放在梁上，从顶角顶点系一重物，假如重物的绳刚

好经过三角板底边的中点，就认为房梁水平，你能解

释其中的道理吗？让学生自主想到等腰三角形三线合

一的性质，随后指导他们以“知识树”的形式归纳复

习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教学法以问题为载体，引导学生

自主探索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让学生的思维能

力得到锻炼，还会让学生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将问

题教学法应用到初中数学复习课中，可以让学生的复

习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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