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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导学”促进高中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刘帮学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荔波高级中学，贵州 黔南州 558499）

摘要：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是为了不教。”这也深刻揭示了教育事业的本质，那就是培养学生自学和自用等能力。数学作

为一门具有较强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非常考验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为了更好地保证数学教学效果，发挥数学学科的育人优势，

促进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我们有必要通过多种手段与方法来促进高中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让他们能够学得更多，成长更多。基于此，

本文以“问题导学”促进高中学生自学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以及能够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共同为高中数

学教学的现代化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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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学问学问，一学二问。问题作为高中数学教学中师

与生沟通的直接媒介，在提高教学趣味性、互动性和有效性等方

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问题导学便是一种以问题为引导的教育教

学方式，它的应用重在培养学生的思考探究和动手实践能力，是

推动核心素养教育落实的重要途径。面对新时期学生自学能力培

养的迫切需求，我们有必要在深刻把握“问题导学”模式应用意

义以及原则的同时，不断运用新的思路与方法来将其科学地渗透

到数学教学中来，进而在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同时，充分推动学生

自学能力以及数学素养的培养，为他们更好地学习、成长与发展

保驾护航。

一、“问题导学”的应用意义

（一）强化理解应用

众所周知，数学是一门综合性、抽象性较强的学科，它不但

要求学生要掌握诸多数学概念、数学原理，而且还要求他们能够

灵活地应用这些知识来解答各种问题。而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

高中数学大多以传统说教式的方式来展开，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

与思考比较被动，难以深入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这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数学教学效果以及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而问题导学

模式的应用，能够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设计下去深入观察、思考、

探究以及应用数学相关知识点，这不管是对于他们理解认知能力

的提升来说，还是对于他们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来说都是极为有

利的。

（二）促进自主学习

在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已经

成为每一门学科教师都亟待思考的问题，然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往往需要教师针对性的引导，以此来让学生把握相应的思维脉

络，掌握有效的自主思考和学习方法。问题导学模式便是一种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良好措施，它能够以问题引导来激发

学生的探究欲，助力他们思考分析，使他们能够逐步养成自主学

习的品质与习惯。

（三）发展核心素养

在新课改旗帜下，核心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高中教育的重要内

容。在此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模式也急需做出进一步的优化，

重点从思维培养角度出发，促进学生数学意识、建模思维等能力

的培养，最终实现核心素养教育目标。问题导学作为一种有效的

思维培养方法，能够以问题为核心启发学生的数学思路，培养学

生思维敏捷性、创新性与迁移性，所以，将其渗入到高中数学教

学中来，必然能够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问题导学”的应用原则

（一）目标性原则

对于高质数学来说，目标是检验其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尺。因

此，任何一种教学模式的落实都要时刻围绕数学教学目标来展开，

只有这样才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问题导学模式同样如此。在具

体的问题导学教学实践中，我们有必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及

目标，设计一些具有目的性、目标性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在理解

章节内容，完成学习目标的同时，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引导。

（二）趣味性原则

实践证明，兴趣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竭动力。高中数学教

学本身就有着一定的抽象性、逻辑性，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综

合能力等要求较高，如果这时教学过程再缺少趣味的话，学生便

很难学得开心，也不会获得好的成长和发展。对此，在推进问题

导学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趣味性原则，设计问题时积极

融入一些趣味性的元素，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使他

们能够在寓学于乐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三）情境性原则

数学教学中，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能够让学生获得更为深刻

的印象，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推动他们思维与能力的发展。对此，

在问题导学模式下，我们也要注重情境性原则的运用，既要多提

出问题，也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将问题情境化，创设出一些

学生喜闻乐见的问题情境，让他们能够在课堂上思考更多，学得

更多，为他们数学思维、自主应用以及自主学习等能力的培养提

供助力。

（四）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是问题导学模式应用的重要原则。具体来说，其主要

指的是在教学实践中要保证问题设计得合理，能够启发学生的思

维，既不会难度很大，也不会难度很高，符合高中生的认知特点、

学习特点，拥有较为全面的层次，可以让每一名学生都能从问题

导学中获得成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促进效能，为

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数学素养的发展

铺路搭桥。

三、问题导学模式下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路径

（一）创设多样情境，激发自学兴趣

以情境教学来推进问题导学的方式有很多，在具体的数学教

学实践中，我们可对这些多样的情境创设方法进行有选择和交叉

性的使用，以此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具体来说，当前比较适

合于问题导学的情境创设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信息技

术支持下的问题情境创设。当前，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中数学

教学的重要改革方向，在此背景下，我们的教学过程推进也要充

分应用到信息技术这一现代化辅助工具，为学生创设一种视听一

体和多姿多彩的数学讲堂，进而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兴趣，促进

他们数学能力与素养的培养。例如，在讲“等差数列”时，我们

便可依托信息化手段来推进问题导学模式的落实，如可问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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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去过天坛？对于天坛了解多少？等问题，然后展示一段“故

宫天坛”的影像片段，通过提问让学生观察天坛圜丘坛地面石板

的铺设规律，即从最中间的“天心石”往外的扇形石板数量分别

为 9、18、27、36……，最后再通过“规律总结”这一问题引导的

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思考欲、探究欲，促进他们自学意识

的培养。其次，是数学故事支持下的问题情境创设。高中数学教

学内容往往有着一定的枯燥性，如果在教学实践中能够旁征博引，

加入一些有趣的数学问题的话，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必然会空

前高涨。例如，在讲“等比数列”时，我们便可依托趣味的数学

问题来落实问题导学，引发学生的自学兴趣培养。具体来说，我

们首先可向学生们讲述“棋盘麦粒”的故事，然后提问学生你觉

得国王能够满足他的愿望吗？为什么？等等，以此来活跃课堂气

氛，同时让学生在数学文化故事当中感受数学知识的魅力，体会

具体概念的内涵，从而使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有效性以及互动性

等均得到有效提高。

（二）注重联系生活，培养自学意识

生活是知识的源泉，任何一门学问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参照

之处。对于数学教学来说，其有着极强的生活性特征，可以说生

活中到处是数学。在新课改深入推进的形势下，教育教学生活化

也成为了高中数学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新课标当中指出，教师

要注重以生活为依托，加强生活元素的渗透，以此来促进学生的

理解与学习，提升他们的自主思考与实践能力。因此，在自学能

力培养的目标下，我们有必要将生活化的教育思路引入到问题导

学中来，通过设计一些生活化的问题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自

主学习，助力他们自学意识的培养。例如，在讲授“随机事件概

率”时，我们可将校园足球比赛淘汰赛抽签这一事例引入到课堂

当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计算某两队的相遇概率是多少？某支

强队的夺冠概率又是多少？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搭建一个数

学课堂和生活之间的桥梁，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魅力，

激发他们内心的自学意识，使他们能够逐步学会自主地运用所学

知识来进行实际问题建模，进一步强化其数学素养。又如，在讲

授“正弦定理”的知识点时，我们可以先从生活问题着手，提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古有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今有玉兔探月的惊世壮举。我们仰望星空

会有无限遐想，不禁会问，遥不可及的月亮与地球到底有多远妮？

早在 17 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测出了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大约为

385400KM，那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妮？”、同时播放地球与月球

之间距离的测算、嫦娥五号纪录片等，以此来激起学生的数学学

习热情，提高其自主性与参与性。以此建立知识间的联系，提高

学生概括、类比推理的能力。渗透爱国情怀、无私奉献、勇于创

新、追求真理的精神。同时，我们可以引用一个应用题来强化问

题引导，如“在教学楼下，刚开始测得教学楼的楼顶的仰角分别

为 30°，面对教学楼往前走 20 m，此时测得教学楼的楼顶的仰角

分别为 45°，则教学楼有多高？”然后，我们可以指引学生自己

动手探索，并有序化地渗入一些本章节的知识点，通过这些简单

的生活化问题来让学生能够快速理解相关知识点，有效提升他们

的学习效果，促进他们自学意识的培养以及自学能力的发展。

（三）运用分层设问，引发自主参与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每一位高中生在数学学习中的表现是各

有不同的，这也要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能“一刀切”，而是要

注重“量体裁衣”，结合学生们数学学习差异化的特征来引入一

些层次化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引导，获

得良好的成长与发展。因此，在问题导学模式的实践中，我们可

应当重视分层设问的课堂渗透，依据学生的学习实情，将数学问

题分为难、中、易三个层次，为每一层次的学生都提供参与学习

的机会，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自主学习与思考中来，促

进他们自学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讲授“圆的标准方程”时，我

们可以在课堂中可通过一个习题来落实问题导学：圆心为 C 的圆

经过 A、B 两点，同时其圆心 C 在直线 L 上。已知 A（1，1）、B（1，

1）；L 直线为 x-y+1=0。求该圆的标准方程。由于该道题有着一

定的难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往往难以快速

解答。这是，我们可结合具体的解题思路来设计一些层次化的问题，

如对于基础稍差的潜力生，我们可提问“AB 中点的坐标以及直线

AB 的斜率为多少？”；对于中等生或者优秀生来说，我们可以提

问“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方程是什么？其和圆心 C 之间关系如

何？”以及“圆心的坐标是多少呢？”等，以此来引发他们的思

考与探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会到踮一踮脚就能够得着的感觉，

充分激发他们的课堂参与意识，助力其自主思考、实践以及学习

能力的培养。

（四）革新问题评价，发展自学能力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学评价作为重要一环，是数学教学质

量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依托教学评价来获得精准的教

学反馈，对教学模式或方法进行改革，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另一

方面，我们可依托教学评价来实现对学生自主学习、数学素养等

方面的引导，帮助他们开阔思路，找到正确学习方向。在问题导

学模式下，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学能力培养的目标，我们也要关注

到教学评价的优化与创新，以此来为学生提供更好地引导，助力

他们自学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首先，在评价内容方面。我们

要在以往以成绩和结果为主的评价标准上，引入问题回答积极性、

课堂表现、思维创新性等标准，以全面化的评价标准来助力学生

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和数学素养的养成。其次，在评价态度方面。

我们一定要本着“化食指为拇指”的思路，对待学生们的问题回

答表现要多运用“赏识教育”，发现学生们在问题思考与回答中

的积极性、创新性元素，然后进行鼓励，以此来塑造他们的数学

学习自信，推动其自学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总之，在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导学模式的应用对于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数学素养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对此，我们要认清该模式的应用价值，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运用新

思路和新方法去营造良好的问题导学氛围，从而在保证教学有效

性的同时，有效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学习意识，发展他们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数学素养，使他们能够在未来学得更多，走得

更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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