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数学教学中新课标体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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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6_95_B0_E5_c64_96279.htm 经过两年初中数学新课

标的教学实践，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也有了一些教训，当然

，困惑也还有很多。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介绍一下我们对新

课标的几条关键理念的理解和在实际中的做法。一、新课标

提倡的学习过程中的几个选择新课标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计

算、推理和证明，那么数学学习容易陷入枯燥之中，不符合

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学了那么多的数学，结果除了考

试，不知数学有什么用，一些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

。因此，新课标要“强化数学学习内容”与“学生所熟悉的

生活、学生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相关性，要从情景中来，从

直观、实验与应用入手，通过思考、归纳出发，找到问题，

再过渡到计算与证明，数学内容不宜过早“形式化”。新课

标也预计到，这样导致的结果使进入数学的主题慢，但最后

留下的是学生真的理解的、能用的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际

操作中，我们感觉这可能主要是从义务教育的角度来说的，

另外，我校学生本身的状况也要求我们做一些具体调整。1、

选择：设置实际背景的“情景”，还是设置相关的数学问题

的“情景”人教版新课标课本上几乎每个知识点的引出都有

一个或多个实际问题的背景，有一些“模式化”。我们在实

际教学中做了一些选择。在有些知识点，结合实例很合适。

比如有理数的乘法法则，可以用蜗牛爬行的例子（用正负时

间来表示“时间在此刻之前、之后”，用正负速度来表示“

爬行方向”，用乘积的正负来表示“最后蜗牛在此地的前方



、后方”），这样可以使学生对有理数乘法法则的合理性充

分理解。又比如，统计和概率部分，大量的实例便于学生从

中体会统计量的含义和概率统计的思想。另外，有很多实例

还能引起学生的探求其中数学实质的兴趣。有些知识点，从

实例引出不合适。比如分式、二次根式的概念和运算等，课

本上都举出了很多实例，先根据实例列代数式，再分析讲解

，或者用实例列出一个算式从而引入一种新的运算。我们认

为，这种例子对数学内容本身的理解作用不明显（主要只是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学习新知识的必要性），相反地，过多

的实例可能会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尤其是有些实例对于学生

来说比较陌生，或者难度较大），结果反而冲淡了主题。另

外，数学本身具有简洁、明确、具有强烈的规律性等特点，

比如，很多时候运算中式子形式的变化、几何图形的复杂的

变化中，都蕴含着简单的关系或特征；还有一些靠直觉会很

容易出现错误但靠逻辑推理能简洁地得到正确结论的问题，

等等，这些本身就很吸引人。因此，我们也重视向学生展示

这样的“纯数学”的情景，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

。总的来说，我们创设的情景应尽量满足：（1）有意义：或

有实际意义，或对学习、理解、掌握、应用前后数学知识有

很好的作用；（2）有趣味、有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

，吸引学生投入进来；（3）容易理解：问题本身是简明的，

问题情景是学生熟悉的；（4）时机上适当、难度适中。2、

选择：“动手”，还是“动脑”人教版的新课标教材中，尤

其是几何部分，很多结论都是通过“动手操作、讨论、总结

”出来的。对此我们有两点认识：来源：www.examda.com

（1）还是应该根据学生水平和实际问题的难度来处理。如果



学生的兴趣不足，或者问题比较困难，动手可以提高兴趣，

增进直观性，便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三视图、平

面镶嵌的规律、勾股定理的某些证法、图形的运动变换等等

，可以通过实验而从中得到启发。但是，在学生程度比较好

，或者问题本身难度不大的时候，比如上面这个问题，根据

前面所掌握的知识，学生一般能比较容易地得出结论并理论

证明，如果学生实际动手操作，反而费时费力，而且学生还

觉得幼稚、无聊，没有挑战性。（2）数学实验，不见得就是

“动手操作”和“活动”，对“纯数学问题”的研究也可以

是“实验”。比如，通过研究问题的特例来得到一般规律，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数学实验；另外，像《几何画板》、《Z Z

》等软件，以及图形计算器，就是很好的数学实验平台，我

们用这些工具来研究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研究几何图形的运

动变化规律，有些是通过实验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有些是先

通过实验现象猜测问题的结论，然后再从理论上证明。总的

来说，我们认为，“动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核心是“动

脑”，学习数学，应该尽量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数学的本质

。当然，有些问题新课标对学生的要求只是“体验和感受”

，学生一下子达不到理论的高度，这种情况另当别论。3、选

择：“自主学习”，还是“教师讲授”新课标提出：“教师

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

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

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

数学活动经验”。这种提法我们非常赞成，但是我们理解为

：并不是要把“学生自主学习”凌驾于“教师讲授”之上，

或者反过来。（1）“学生的自主学习”不能代替“教师的讲



授”。因为学习要充分利用前人和别人的经验。学生个人的

实践和理论经验还不能够支撑初中阶段的数学课程，他们的

“直接经验”和来自教师的“间接经验”都不可少（教师的

“间接经验”很多也是传承自前人的）。“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提高。（2）“学生自主学习”的环

境和过程应该由教师精心设计和引导的，也应该是有教师参

与的。新课标刚实行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些公开课，感觉是

“形式大于内容”，挺花哨的，好像都是学生在演在说在做

，主动性也挺高，但是由于学生还小，不一定有很好的学习

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一节课下来实在没有捣腾出太多的

实质内容来，老师也不敢干预多了，结果课堂效率很低。所

以我们觉得，老师不只是要激发积极性和提供活动的机会，

而是要对教学内容中的数学实质、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和思考

，通过各种形式和步骤来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探索，鼓

励学生学会合作交流。（3）无论是“自主学习”还是“教师

讲授”，都要形成一种宽松活泼的课堂环境和一种积极向上

的气氛。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至少能

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来对数学内容不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尽可能

地投入到学习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