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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课堂教学”之根，开“逻辑推理”之花
王　毅

（合肥市一六八新店花园学校，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初中阶段是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的关键时期，对学生以后的成长和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初中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敢于思考、深入分析、正确推理，真正的提升逻辑推理等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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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光亚先生曾经说过：“数学教学，以核心素养为纲。”中

学阶段核心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了十大核心词汇，其中数感、符

号意识和推理能力是核心素养中逻辑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程标准指出，数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

初中阶段是学生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提

高学生推理能力的关键期。作为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笔者将结合

自己的课堂教学，探讨如何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一、加深对概念、定理的理解和内化

学生数学能力最显著的表现之一是对教材中概念和定理的理

解与掌握。作为教师不能只关注学生对概念和定理的应用，还应

关注概念定理内容的学习，包括其满足的条件、呈现的形式等。

通过现象的观察和条件的分析，学生能够发现其中的数量关系或

空间形式，自主归纳概念。

以沪科版 12 章函数概念教学为例

课本给出了三个问题，用三种不同的形式（表格、图像、解析式）

来呈现生活中两个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教材中每个问题时，

教师都要引导学生考虑以下问题：

（1）问题中有几个变量。

（2）哪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改变而改变？

（3）给定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值，你能否得到另一个变量

的值？有几个？

在分析和讨论中，学生们能够“异中求同”，抽象得出函数

的基本概念，把握概念的本质。同时教师让学生举出生活中满足

函数关系的实例，师生共同分析，加强对函数概念的理解，进而

使学生们知道了函数判断的标准。教师再及时地给出典例，让学

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巩固概念。

【设计意图】对函数概念的理解是学生本节课的难点，特别

是概念中“在允许范围内的每一个 x 的值，都有唯一确定的 y 值

与它对应”是判断函数的重要标准，但在新知的探究过程中学生

对其理解不够透彻，所以教师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

别是问题 3），让学生去思考讨论，从而为学生抽象出函数概念

做出铺垫。然后用典例加强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 这样有逻辑有顺

序的探究新概念的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切不可使探究的过

程过于跳跃 .

二、注重数学课堂教学的严谨性和逻辑性

课堂教学中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应该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自

然呈现，不能把知识强塞给学生，要让学生独立自主的理解掌握。

同时，让学生感受到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知识体系，加强

知识间的联系和应用。

以沪科版 14.2 三角形全等判定中基本元素的个数探究为例

复习旧知得：三角形三条边和三个角都确定，其形状和大小

唯一确定。

师：这样确定三角形的形状和大小比较烦琐，请同学们思考：

如果△ ABC 只确定六个条件的一部分，其形状和大小还唯一确定

吗？

学生思考后发表意见。

教师在学生思考后展示五个元素确定的情况下，三角形形状

和大小确定的例子，让学生感受后续探究的有意义。

教师继续引导：那既然可以，最少确定几个元素，你怎么思考？

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从确定一个元素开始。

师：既然只确定一个元素，你确定哪个元素？

有学生说边，也有学生说角，在学生的回答中，教师给了如

下探究：

师：请同学们作一个角为 45°的三角形。

学生作图，教师巡视，小组展示作品，并判断小组内三角形

的形状和大小是否确定。

师：请同学们作一条边为 4cm 的三角形。

学生作图，教师巡视，小组展示作品，并判断小组内三角形

的形状和大小是否确定。

师生总结：给定一个元素相等，不能确定三角形的形状和大小。

然后，师生再探究 .

【设计意图】在日常教学中，对确定三角形形状和大小的探

究中，教师往往只让学生感受到六个元素都确定是比较烦琐的，

然后立马就从一个元素确定开始探究。这样的探究过程不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应让学生首先感知满足部分条件的可行性，再让

学生探究两个三角形全等满足的元素个数。这样探究是有意义的，

也为后面数学问题的探究积累经验。

同时课堂教学不应该是教师做好图形模板的展示，应始终在

学生的操作和讨论中展开，同时注重小组的合作交流，最大限度

地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这样既使学生体会到了数学探究的严

谨性，又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推理能力。

三、提高学生推理与证明的能力

波利亚指出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知识，还要培养他们才智、

思维方式、学习习惯等。课堂中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合

作交流的学习习惯，注重培养学生用眼观察，用手操作，用脑思考，

用口表达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推理与证明的能力。

以沪科版探究四边形内角和的教学设计为例：

师：我们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为 180°，那么四边形的内角

和是多少呢？

生：借助特殊四边形（矩形、正方形、梯形等），猜想四边

形的内角和为 360°。

师：怎样说明猜想的正确性，请同学们尝试证明 .

学生独立解决，展示讲解图（1）和图（2）

师：还有其他的求解方法吗？

学生思考后给出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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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学生交流讨论后回答：将四边形分割成三角形，利用三角形

内角和 180°来求解四边形内角和度数。

师：我们能将图（3）的 O 点取在四边形的外面来求解四边

形内角和吗，请同学们再思考。

学生独立尝试后回答。

师：很好，请同学们继续思考，除了用分割三角形的方法，

还有其他方法吗？

学生继续探究交流得到以下图形图（4）和图（5），

图（4）

图（5）

教师让学生分享是如何想到这样画图的，结合学生的分享，

师生共同总结方法，并鼓励感兴趣的学生下课可以继续探究 .

【设计意图】学生将四边形内角和问题转化为三角形内角和

或平行线的性质来解决，这体现了数学的转化思想。八年级的学

生已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分解的方

式会多样化，这符合学生的现有逻辑推理能力。教师要肯定学生

想法，引导学生思考多种方法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学生知识的

总结和方法的归纳。

四、在解题教学中锻炼逻辑推理能力

解题过程的本身就是逻辑推理的运用。解题中每时每刻都在

进行着推理论证，但推理能力不能通过题海战术粗放式的培养。

题海战术更多的是技能的重复训练，然而能力的提升要学生关注

解题过程，总结解题方法。

解题过程既要注重特殊到一般的推导，培养学生的观察、操作、

归纳、类比能力，又要注重一般到特殊的推导，引导学生探究已

知条件，思考结论特征，寻找条件和结论的联系。

例：如图（6）矩形 ABCD 中，E 是 AD 的中点将△ ABE 沿 BE

折叠后得到△ AGEB，延长 BG 交 CD 于 F，若 AB=6，BC= 4 6
，求 FD 的长？

图（6）

师：图中所有的线段长度确定吗？如果确定，为什么？请说

明理由。

学生独立思考后交流讨论。

师：图中的所有线段你们能用具体的数字或含一个未知数 x

的代数式表示吗？

学生独立完成。

【设计意图】在例题求解前，教师让学生理解矩形的形状确

定，翻折的图形和折痕确定，那么 A 的对称点 G 是确定的，延长

BG 交 CD 的 F 点也一定是确定的。通过分析让学生感受翻折变换

后图形的确定性。求解 FD 的过程只是一个解决计算问题的过程，

在确定的数量关系中寻找等量关系，最终解决问题 .

总而言之，教师应将教学内容与学生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结合

起来，创设适合的探究情景，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将逻辑推理

和思维的培养与训练贯穿整个教学中，让学生学会对知识进行整

理、归纳、推理、转化等。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教师应在课堂上有意识地进行相关训练，引导学生养成认真分析

问题和总结方法的习惯，才能使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长足的

发展。

参考文献：

[1] 裴光亚 . 课堂创新：以数学的核心素养为纲 [J]。中学数学

教学参考（中旬），2018（1/2）：1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

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