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716 

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一些体会 
◆王达文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海南儋州  5717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落实，初中数学教师在继承原有教学方法的同

时，还要时刻接受新的教学理念，掌握新的教学方法。在这一过程中，

数学教师得到了自己的体会，对于之后数学教学活动的进行有很大的借

鉴意义。基于这一情况，本文就以数学教学体会为重点，展开细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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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相比较课程数量的多少，更重要

的是每一节课程的教学效果。对此，数学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很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并重视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尽力
为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帮助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
得新的数学知识。 

一、探究新授课方法，为学生带来全新学习体验 
对于初中数学而言，二次函数是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在

学习该内容时，教师可以打破原有的教学顺序，探究学生更容易
接受新知识的途径。具体而言，可以先从 简单的函数入手，即 
y=ax2，在该函数中 a≠0。首先，鼓励学生采取描点、列表、连
线等手段，切实观察该函数的图像，并了解该函数的特征。然后，
组织学生参与小组讨论，与同学共享自己的发现； 后，从对称
轴、增减性、顶点坐标等角度出发，总结归纳图像性质。在此基
础上，一点一点加大函数复杂度，比如 y=ax2+k、y=a（x-h）2+k
等，组织学生研究这些函数的性质、以及图像，为学生提供自主
学习的机会[1]。同时，还可以利用信息化教学技术，比如多媒体
技术等，为学生演示函数动态图形，帮助喜欢上更好的了解函数
性质、以及图像特征，并感受到抛物线平移规律，即左加右减，
上加下减。之后，教师还可以逐步引入抛物线一般式，降低了学
生接受新知识的难度。通过这样的方式，既锻炼了学生参与实践
学习的能力，还有利于提升学生语言表达、合作探究水平，取得
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二、展现数学之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数学而言，定义、定理等内容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

学科的全部，在其中，也充斥着丰富的美感。为此，在实际数学
教学中，数学教师在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也要让学生看到数学
的美感。比如，在学习对称知识点时，可以为学生展现一些美丽
的建筑，其具备中心对称、或者轴对称性质；也可以向学生介绍
黄金分割比，这一知识是比较神奇的，因为该知识的存在，女性
一般会青睐高跟鞋。同时，比较著名的维纳斯、蒙娜丽莎等，还
有巴特农神庙的存在，都考虑了黄金分割比[2]。此外，在学习圆
与直线位置关系时，教师可以使用 FLASH 手段，为学生展现海
上日出景观，在学生惊叹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圆、直线间的位
置关系，一共有三种。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到数学知识，而
在此同时其又具备一定的美感，教师要增加学生观赏数学之美的
机会，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三、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拓宽学生数学思维 
对于初中数学应用而言，面积问题是比较典型的。在学习该

内容时，教师除了传授解题方法外，还要注意学生数学思维的培
养。有这样的一道题目，其主要讲的是公园绿化问题，具体而言，
需要为一片长方形场地铺设草坪，其宽为 20 米、长为 32 米，与
此同时，该片场地还需要修筑道路。首先，教师提出了第一问，
即若铺设草坪为 450cm2，问道路宽为几米。关于这一个问题，
学生采用的是列方程的方法，大部分学生采用的是 S 总-S 小路=S 草

坪思路，使用该方法解决问题是正确的，但是很容易出现错误；还
有部分学生，采用了移动小路的方法，重新形成一个矩形，之后，
在列出方程，解起来比较简单[3]。其次，教师使用计算机，演示
了对应的移动过程，使学生清楚看到了平移结果。 后，教师为
了巩固学生这一解题思想，又给出了几个类似问题，加深了学生
对于该方法的印象，拓宽学生数学思维。 

四、调整数学教学模式，发挥学生课堂主体作用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在现今的数学教学中，比较受欢迎的

教学模式就是，以学生为课堂主体，教师为课堂主导的教学形式。
对此，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认识该模式的重要性，
还要将其落实的行动中，真正的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状态，给
予学生充足的自由，促使其进行自主探究学习。比如，当学习立
体图形时，就可以组织对应的实践学习活动，为学生准备土豆、
萝卜等材料，鼓励其自己制作立体图形，比如长方体、立方体、
圆锥等[4]。同时学生还可以使用某一图形去截立体图形，进而得
到对应的截面图形，加深学生对立体图形的认识，还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帮助其全身心投入到数学学习中。此外，在进行高度
测量学习时，可以从身边的事物开始测量，比如旗杆、教学楼等。
除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外，还要引导其进行深入探索，提升其数
学能力。比如，在学习数轴、实数时，诱导学生自主探究二者关
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有的学生就提出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理论，不仅表达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还比较生动形象，加深了学
生的印象。而在学习圆之间位置关系时，有的学生说，圆与圆的
位置关系就像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在 初时候是陌生人，彼此没
有关系，即相离；当初次说话了，有了一定关系，即外切；之后，
经过交流，发现二者有共同喜爱的事物，即相交；然后，经过进
一步的了解，成为好朋友，即内切； 后，经由时间沉淀，成为
无话不说的死党，即内含。通过这一总结，圆的位置关系既全面，
又比较形象生动，加深了学生对于这一知识点的认识。总之，在
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调整自身的位置，鼓舞学生发挥自己的
能力，养成自主探究的学习习惯。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过教师一段时间的努力，其在收获教学成果的

同时，还获得一定教学体会，首先，要注意自身授课方法的改进；
其次，要善于发现数学之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然后，在教授
数学知识的同时，重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并为此开展启发式
教学； 后，转变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自身作用。通过总结
这些经验，更有利于教师调整自身教学模式，进而开展高效数学
课堂，改善原有教学效率，提升学生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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