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导学”下高中数学的习题课教学模式研究 

高中数学是难度较大的课程,而习题课又是高中数学教学中比较难把握的一

种课型，教师在创设有效的教学方法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和探究，激

发学生的学习。问题导学法是教师在创设高中数学教学中以问题情境的形式激发

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并以此引导学生学会具备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主动

学习数学知识,并自发运用解题技能和解题思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

性的课堂教学方法，也是目前教育者比较认可的教学方法。问题导学是具有发展

性的教学,需要教师系统地设计出一系列问题情境,让学生参与到解决问题的活

动中,并运用所学的知识理论去解决探索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问

题的探究与解决都需要通过习题的应用和加强，问题导学法在习题的应用中能有

效巩固知识，并提高解题技能，做好课堂内容拓展巩固和加深。 

 问题导学下高中数学的习题课的应用原则 

要运用好问题导学法必须要掌握好基本原则，要对习题进行精心设计，要做

好习题内容的整体性和有序性。在设计习题教学中要做到鲜明生动、层次分明，

教学目标明确，从而逐渐提高学生的习题解题能力。仅仅是提高学生解题能力还

不够，还要提高学生对知识拓展，运用知识实行查漏补缺，并能总结做题方法，

提高审题能力，并实现自行归纳总结的能力。 

 问题导学下高中数学的习题课教学模式 

 课前预习，知识回顾 

课前预习是在每个科目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手段，教师要整体把握好习题课

程，做好习题教学的准备工作，包括一些精选的例题，解题运用的教学方法，以

及配置的课堂内外的练习题。学生要认真复习所学过的知识内容，做好课前准备，

做好自测自评，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学

在课前设计教学环节中，要注重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回顾，加强学生对数学的认识

和掌握，并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创设好以习题为载体，启发学生对知识的整理

利用，从而加强解题能力和做题思路，逐步学会自主进行深层次的知识拓展。 



 

 课堂探究，交流促进 

课堂中探究习题练习，要注重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其二者是主导

和主体地位的关系，只有有效的教学才是课堂探究的根本目标。教师方面，要积

极根据教学的内容和深入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选择一些较符合学生发展的

练习题，做好因材施教教学措施。并在该过程中积极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观察

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并能针对学生在课堂中表现，找出切入点，进行有效的

方法指导。学生方面，要做好课前预习，将难点重点问题标注出来，并自行查找

答案，做好自批自改，找出问题所在。如果还不够透彻明白，在课堂中要跟紧教

师的教学流程，认真仔细听讲，加强对知识点的掌握。另外要做好课堂笔记，要

及时总结、整理教师在指导解题过程中所运用的技巧、方法、规律等，从而提炼

归纳数学的解题思路。 

 扩张课堂，巩固知识 

教师加强课堂中例题讲解，扩展课堂外的学习巩固，光是学会课堂上的讲解

应用还进行课外的拓展学习，以反复的习题练习，促进学生在练习中思考和总结，

做到举一反三，做到触类旁通。通过练习学生可以有效掌握做习题的思路、方法、

以及规律等，养成认真读题、审题、解题的良好习惯，可以由题目结果导原因，

由原因中求未知结果，如以下案例中由已知条件求未知问题。 

案例：已知 f(x)= √2sin(2x+4). 

(1)求 f(x)的单调递增区间； 

(2)当 x∈[π/4，3π/4]时，求函数 f(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析： (1)令 2kπ- π/2≤2x+π/4≤2kπ＋π/2，k∈Z，得到 kπ-3π/8

≤x≤kπ＋π/8，k∈Z. 

故 f(x)的单调递增区间为[kπ-3π/8，kπ＋π/8], k∈Z 

(2)当 x∈[π/4，3π/4]时，3π/4≤2x+π/4≤7π/4,所以-1≤sin（2x+π

/4）≤√2/2， 

所以-√2≤f(x) ≤1， 

所以当 x∈[π/4，3π/4]时，函数 f(x)的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2 . 



 

 创设题目，反思总结 

从以上三个阶段加强习题课的应用和设计，教师必须是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基

本情况，结合学生学习水平及认知能力从而设计题目。第一，要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问题的设计必须以课程为教学标准，围绕教学任务进行设问。第二，教师所

涉及的习题任务要难度适中，题目的难以程度是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过于

简单的题目学生会觉得没有探索的意义，过难的题目会令学生望而却步，难以挑

战，失去原有的探究兴趣。第三，教师所选的习题内容，要呈现一种梯度发展的

趋势，人类对知识的掌握能力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应根据这个基本规律，去开

发设计教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小到大、由收敛到发散、由定向到开发，

层层递升，加强学生的知识内化和扩展。第四，例题选用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针对性，而且角度还要新颖，可以实行教学的逐步引申作用，要结合新题创设和

旧体的应用，如往年的一些高考考题等，富有学习新意。 

综上所述，高中数学教学中以“问题导学”下的习题课教学模式从而组织教

学，重在围绕“问题导学”的基本理念和策略，抓住“问题”作为教学的主线，

进行做好习题课程的训练和加强，使得学生能更高效掌握做题技巧及解题思路，

提高数学教学的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