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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14546.htm “悬念”作为一种心理

活动，本指欣赏戏剧、电影或其他文艺作品时，对故事发展

和人物命运的关切心情，是由于对所解决问题未完成因而不

满足而产生的。教学中，根据这一心理特点，适时地创设“

悬念”，将会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不断追求，探索知识的心

理需求。 一、问题高挂，设置“悬念” “学起于思，思源于

疑”， 疑能使心理上感到困惑，产生认知冲突，进而拨动思

维之弦。要使学生生“疑”，教师就要不失时机地激“疑”

，可激“疑”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设“疑”。这样从学习一开

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动探索的主体地位上，学生迫切想知

道为什么会这样，从而造成了知识上的悬念，提高了学生的

求知情趣，在接下来的的教学中，学生感觉很轻松，对所学

的知识印象也非常深刻。 二、唤起好奇，欲解“悬念” 一个

恰当而耐人寻味的问题可激起学生思维的浪花。因此，教学

中适当地选择符合实际、经努力又能解决的问题，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唤起好奇心和创造力，是创设悬念的有效方法

。 三、是非冲突，造成“悬念” 教学时有意搜集或编制一些

学生易犯而又意识不到的错误方法和结论，使学生的思维产

生错与对之间的交叉冲突和悬念，进而引导学生找出致误原

因。有目的地设计一些容易做错的题目，造成“悬念”，有

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四、制难设碍

，巧设“悬念” 在学习某个知识点前，适时地抛出一些学生

难以解答的问题，让学生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学生求知与



教学内容之间形成一种“不协调”。好奇与强烈的求知欲望

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指向困惑之处。这样以“难”制成“悬

念”，使学生在学习时心中始终有了一个目标，激发了学习

的积极主动性。 五、守实求变，妙用“悬念” 求“变”就是

在教学中对典型的问题进行有目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演变

，使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此类数学问题的一般规律和本质属

性，也使学生对学习始终感到“新”、“奇”，由此培养学

生思维的灵活性。为学生思维潜力的发挥起到一个创景设情

的作用，既有利于调动学生探索问题的积极性，又能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六、“悬念”留尾，余犹未尽 留“尾

”指在每节课（或每段知识）结束时，设法在学生心理上留

点“余味”，为后面的新课留下点“神秘色彩”，激励他们

进一步探索和解决问题。这样留尾既总结了本节课的教学内

容，又为下一节课的教学作了铺垫，激发学生去探索新旧知

识间联系的兴趣。 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巧妙地设置悬念，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丰富想象力，吸引注意力，增

强记忆力，开拓思维，大大提高教学的效果。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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