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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数学课堂教学的探索性
在初中的数学教学中，教师不要“紧抠教材”，

而是开发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变化教材内容为
学生易接受的内容，拓展教材，学生不是以执行教材
为目的，而是以学会学习，学会创新为宗旨。例如，
在教学《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定理》时，教师不
像教材那样直接给定理，然后证明。而是采取了利用
学生自制教具，让学生动手画一画，量一量的方式进
行，观察这些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断改变线段的垂直
平分线上的点P的位置，或移动顶点，再做如上操作，
观察这些量有无变化。学生通过对直观图形的观察、
归纳和猜想自己发现结论。同时，教学中使用教具所
特有的对数学形象过程的演示，让学生体验到图形的
变化过程，感悟了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感受到探索、发现、解决问题带来的愉悦，培养了学
生的数学创新意识。不仅展开了数学教学活动的趣味
性，还突出了数学课堂教学的探索性。

二、创设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情境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是创造思维的源泉。教师

要深入分析并把握知识间的联系，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依据数学思维的规律创设恰当的情境，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例如，在教学《三
角形的内角和》时，教师让学生只看见三角形的一个
锐角，将三角形的另外两个角遮住，然后请学生猜想
三角形的形状。有的学生认为，看见的角是锐角，被
遮住两个角也应是锐角，这个三角形一定是锐角三角
形；也有学生认为，虽然看见的角是锐角，但被遮住
的两个角中可能有一个直角，也可能有一个钝角，因
此，这个三角形可能是直角三角形，也可能是钝角三
角形；还有学生认为，如果看见的锐角是等腰三角形
的顶角，那这个三角形一定是锐角三角形。在这个过
程中，放手让学生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通过观察、
试验、分析、猜想、归纳等思想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
途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三、将开放题引入数学课堂
开放式教学是当今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传统

教学相比，开放式教学更追求学生能力的提升，注重
思维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而开
放式教学以开放题为载体实现开放。在数学课堂教学
中，教学可将一些常规性题目改为开放题。例如，在

教学《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时教师编了这样一道题：
在△ABC中，AB=AC，O是△ABC内一点且OB=OC，连
结AO并延长交BC于D，你能够得出哪些结论？将这种
具有发散性和发展性的“开放题”引入数学课堂中，
通过发展训练无疑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与创造
性，同时也给予了学生主动探究、自主学习的空间。

四、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在数学课堂传授理论知识时，必须注意设计贴近

学生生活经验的新颖的应用数学的例子，从中提高学
生阅读理解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及应用数学
的意识。例如，在教学《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以后
教师设计了一道题：直线MN表示一条铁路，A、B两
点表示该铁路同侧的两村庄，要在铁路MN上建一车站
C，使A、B两村到车站距离和最短，如何画图确定C点
的位置。让学生结合所学的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的知
识认真思考、探索、实践这道题目。由学生自己合作
研讨也可。

五、转换师生角度让学生大胆创新尝试
要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探求知识，发挥创造性，必

须保留学生自己的空间，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
的选择，以平等、宽容、友善的态度对待学生，注重
学生差异，有意识地搞好合作教学，有利于老师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使师生角色处
于随时互换的动态变化中，特别是一些不容易解决的
问题，让学生开展讨论，最大限度调动学生潜能。做
学习的主人，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教育环境，充分发
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想象的能力。

六、结语
数学教师要树立数学课堂教学的新理念，把课堂

教学从传统的认知学习转变到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目标上来，使学生学会生活、学会
学习、学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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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教学要使每个学生的数学素质水平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为学生获得
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自我发展的能力打好基础。因此，数学教师在教学中要讲究课堂的创新性，使学生
从“学会”上升为“会学”，不断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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