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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对教育实行双减政策的大环境下，课堂更需高效，基于初中数学学科的特殊属性，教师在课堂中

如何创设一个合适的教学情境，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研究中，

笔者首先介绍创建情境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初中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法应用的具体案例，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观，体会情境教学法对学生兴趣的吸引力以及课堂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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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or education, the classroom needs to be 
more efficient. Based on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create a suitable teaching situation in the classroom, activate the class-
room atmosphere, and improve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first in-
troduces the necessity of creating situations.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as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it-
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the author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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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oriented”, and realizes the attrac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to students’ interes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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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作为初中阶段的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应该有特定且生动的情境。初

中阶段的数学科目把小学和高中数学连接起来，如果加以行之有效的学习，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学

科素养。基于初中数学的学科特征以及学生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而言，最佳方法就在于把数学知识情境化，

在教学时，教师给学生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减轻学习压力，使得知识

易于学生理解。 

2. 情境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李吉林提出了情境教学法。目前，在教学中，该方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

思想，受到了大量教师以及学校的关注。 

2.1. 学科的特殊性 

数学科目的研究核心是数量关系以及空间形式，该科目具有非常严密的符号体系，具有大量的数学

公式，图像语言形象生动，和小学数学对比在初中阶段，数学教材系统性更强，逻辑性特征更突出。其

主要特点包括三个方面：抽象性、逻辑性、应用性[1]。 

2.2. 课堂学生参与度低 

在一堂理论教学的数学课堂上，原本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初中生难免会走神，一旦错过了重要知识

点，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接下来的与本节课相关知识点就会变成知识盲区，更何况数学是连贯性的，那么

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要结合教学内容，同时参考学生的认知特征，建立针对性的教学情境，使得学

生积极参与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主动去解决情境中的问题，从而掌握知识点，解决课堂以外

相关的问题。 
初一数学是初中数学的开端，它为后续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初中数学不仅课容量增大了，难度也

增大了很多，数学更加抽象了，需要学生吸收消化更多的知识，学生起初难以适应初中课堂学习，初一

数学是接下来数学学习的基础，渗透到以后甚至到高中的学习。 
从学生的角度看，从小学到初中，学生需要适应和过渡。如果学生没有很好的调整自我心态，找到

适合学习初中数学的学习方法，那么将会陷入课上听不懂、课下错题多，整体学习效率低下，长此以往，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对数学科目会失去学习兴趣，从而形成恶循环，久而久之课堂参

与度就会降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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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师的成就感来自于学生对于课堂上教师提出的问题能否做出快速且正确的反应

的学生人数，本质就在于学生的参与情况，越多人参与到课堂中，教师就会越投入进课堂中。如果教师

教学运用讲授法这种单调且无味的教学方法，那么学生必然会失去信心，课堂参与度就会越来越差，说

明教师没有完全的从“关注学科”向“关注人”的转变，导致学生陷入被动的接受知识的窘况。 

2.3. 情境创设缺乏特点 

1) 情境缺乏趣味性，枯燥无味，吸引不了学生。 
2) 情境脱离学生实际生活，学生无法身临其境参与进来。 
3) 教师设置的情境缺乏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完全照搬其他教师，忽略了学生的差异。 
4) 情境缺乏创新性，例如一位教师创设过一个得心应手，深受学生喜欢的情境，但是在后续教学中，

主要是哪种内容，教师都会使用这种情境，长此以往，学生开始出现反感情绪。 

3. 创设有效的情境的原则和实例 

3.1. 数学教学情境创设的原则 

3.1.1. 科学性原则 
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在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守科学性这一重要原则。无论是教学情境

活动，还是相关材料，必须真实可靠。情境的结构不可以七拼八凑，要突出教学重难点，根据教材内容

进行扩展与延伸，实现数学情境内容、结构、表达科学化。 

3.1.2. 趣味性原则 
根据初中生的认知特点，在富有趣味性的情境中发现新知识，突破传统模式的不足，引导学生积极

投入学习，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3.1.3. 生活性原则 
初中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应遵循生活性原则。教师根据实际生活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

中解决问题，学习新知识，这样更好的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1.4. 循序渐进原则 
学生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都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过程，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教师在创设情境时

要保证情境的层次性与梯度性，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启发引导学生，但问题一定要紧扣教学目标与教

学内容，防止教师的问题的难易程度对学生的兴趣产生消极影响，便会失去情境教学的意义。 

3.1.5. 悬念性原则 
在建立数学教学情境的过程中，要落实悬念性原则。之所以创设教学情境，就是为了让学生的学习

兴趣更浓厚，为了把学生的求知欲望刺激出来。因此，在创建情境的过程中，教师就要考虑学生的兴趣，

留有悬念能够刺激他们的积极性，使得学生全面投入学习。 

3.1.6. 多学科联系原则 
在初中阶段，针对数学科目教学而言，应该遵守多学科联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创设情境。不同

的学科，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教师不联系多学科，那么教学效率会受影响，同时也不利于学

生的发展。所以，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在创设情境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多个学科之间的相

关性，同时还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多学科联系也要保证学生可以接受，而不是超出他们的认知和

学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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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学教学情境创设的实例 

3.2.1. 创设趣味情境 
对于刚接触初中数学的学生难免会觉得课堂容量大，所以在上课时注意力不够集中，在这样的情况

下，创设教学情境显得非常有必要。 
例如在初一数学引入负数时，可以通过创设数学史情境——结绳计数，吸引学生走进有理数的世界，

从而解决为什么要扩充数域引入负数，这样学生不仅有兴趣学下去，还能掌握一些数学史或是数学故事，

培养学生的数学文化意识；比如指数的学习，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折纸，对一张纸进行无限次的

对折，让学生分析纸的高度，以此延伸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样就会让学生更有动力去投入学习。

在讲授绝对值这类具有抽象意义的数学知识时，教师可以利用希沃白板创设游戏情境，大多数初一学生

玩心重，一听到游戏就立马竖起耳朵，但教师一定得把握好知识与游戏间的主次关系，不要一堂课下来

学生就玩到了游戏而忘记了学习，所以恰当的游戏环节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但是教师要记住游

戏终究是为了学习服务，不要本末倒置了。 
在数学课堂上想要吸引学生，还可以利用数学工具创设数学活动情境，比如利用几何画板展示平行

线间的拐点问题，拐点是如何出现的，如何利用平行线的性质与判定定理综合解决拐点问题并求出拐点

度数；同样学习最短路径也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展示原理，所以想要引起学生学习数学就需要教师利用身

边的数学工具创设出适合的教学情境提高课堂效率。 

3.2.2. 创设生活情境 
越学数学，越发现数学是理论的学习，正是因为数学中蕴含了大量的理论学习，所以就需要理论联

系生活，以生活化的情境着手学习数学科目中的知识和内容[3]。对于抽象能力不太完善的初中生而言，

教师在创设的情境之中引入对学生来说相对较难的知识，利用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一步步掌握。 
例如，针对合并同类项的学习，怎样将概念引出来，如何让学生理解合并的法则，教师可以先给学

生呈现出一些照片，比如超市中的物品摆放情况，或是药店中药品的摆放，创设一个超市或药店的生活

情境，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讨论为什么这样摆放，那将物品换成单项式置于情境中，学生作为小小售货

员，怎样对其进行分类，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本组的分类原则将教师出示的单项式进行分类，分类原则

就是同类项的具体含义，这样的既能吸引学生参与进来，又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同类项的概念；讲授轴对

称图形时，教师将学生带入不同风景中，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让学生发现风景图片的共同点，

引出轴对称图形的概念。 
在讲授一次函数时，学生第一次接触函数，难免出现学习障碍，教师就可以创设学生所熟悉的生活

化情境，例如学校要组织一次集体外出活动，需要租用汽车，计划投资租车费用是 2300 元，活动涉及的

教师和学生数量分别为 6 名和 234 名，每一辆汽车上的教师数量必须至少有一名，现在有两种大客车，

载客量和租金详情是： 
 

材料 甲种客车 乙种客车 

载客量/(人/辆) 45 30 

租金/(元/辆) 400 280 

 
怎样才能够让租车费用最低？学生可以通过生活经验，设出未知数列出一次函数解决问题，所以在

情境中完成教师的问题会更加流畅，同时也能消除学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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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创设知识情境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数学学习中，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数学知识点是独立存在

的，都是循序渐进地学习，以旧的知识为基础，学习吸收新的知识，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在情境创

设时，温故知新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比如，“平行四边形的性质”与“平行四边形的判定”这两节课的内容息息相关，可以先进行“温

故”，针对学生设置问题，平行四边形有哪些性质：该图形的两组对边完全相同而且平行；两组对角完

全相等且对角线互相平分。紧接着教师将性质变化并提问：所有四边形的对角线，对角和对边都具备上

述特点，你能得到哪些结论？引导学生在小组中相互讨论交流，从而获得有关该图形的判断：两组对边

分别相等的四边形、两边对等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对角线互相平分、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都属于

平行四边形。在这种知识情境的学习中，不仅能巩固旧知识，还能在旧知识的基础上挖掘新知识，将学

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只作为引导者，要吸引学生进入自己所设置的情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同样，在接下来讲解三角形的中位线时，教师还可以将三角形中位线定理与平行线间的距离联系在一起。 

3.2.4. 创设问题情境 
孔子说过：“疑虑，思之始，学之始。”初中数学课堂上，设置问题情境是非常重要的，该情境能

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学习相交线这一概念为例，教师提前准备好一块布，

同时备一把剪刀，在课堂教学上给学生展示用剪刀剪布的场景，并引导学生在该过程中仔细观察剪刀的

变化，尤其是两个把手之间的角度，教师边剪学生边观察，从而获得角的概念。同样，在讲授利用勾股

定理作图时，我们可以通过数轴与实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之前学习在数轴上表示有理数，那如何

表示无理数呢，在问题的指导下，学生逐步进入课堂，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课。 
在一次听课中，一位教师在讲授一元一次方程时，一进入课堂就提了一个问题：我十年后的年龄是

现在年龄的 2 倍少 16，那请问我现在多少岁？我和旁边的老师也在积极计算，可想而知学生更加积极的

计算教师的年龄，这节课这位教师上的就十分成功，可见创设一个合适的教学情境是多么重要。学生本

身对教师在课堂以外的“秘密”就十分好奇，在这种能够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情境的刺激下，学生就会

积极投入学习中，他们的思维会被唤醒，一节课结束之后，他们也不会觉得累，课堂内容也很好的消化

了，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他们打造问题情境，达到想要的课堂效果。 

3.2.5. 创设联系情境 
相比小学而言，初中阶段不仅课容量和难度增大，学科种类也在增多，中考考试学科也增多了，初

中数学是学生后续数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学好数学对其他科目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物理以及

化学等，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还应注重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例如，在分析通过科学计算法代表长度单位换算的过程中，从千米、米、分米、厘米到微米、纳米，

虽然在数学实际应用中很少用到，但在物理中经常用到，所以学生在接触单位换算时，教师就可以创设

一个物理情境，理解单位换算的同时又能巩固物理知识；在讲授顺风速度的公式表达时，教师可以将《三

峡》中“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引入，这

句文言文的情境帮助学生了解顺风速度，可以先请语文学习较好的学生翻译这句文言文的含义，再请学

生讲出其中蕴含的数学原理，最后教师总结顺风速度公式，深入学生对于顺逆风(顺逆流)速度公式的理解，

进而使学生能够独立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这样不仅能在数学课堂上巩固文言文知识，还能让学生体会

学科的横向联系，不是文理就一定得分清，知识点都是融会贯通、息息相关的。学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需要循序渐进且日积月累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且积极思考，给学生创设适合他们的情境，

自行探索该科目和其他科目的相关性找到契合点，通过吸引学生的情境来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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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新教育背景下，不仅学校对教师有着高要求，学生家长及社会对教师也在不断监督，针对初中数

学科目，教师要想提高教学效果，首先要使用合理的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众多教学法中的一种，该方

法值得教师参考学习。教师以学生的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教学内容，为他们设置针对性的情境，进而提

高课堂效率。在初中数学课堂上如果能合理运用情境教学法，易唤起学生的思维，给学生建立轻松愉悦

的课堂情境，使得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提升学生认知，进而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和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但从教师角度来看，创设出的情境不仅仅要满足学生的认知发展需求，同时还要符合教材内容的教学要

求，这是一种较大的挑战。假如创设出来的情境不符合教学要求，那么结果会适得其反。所以情境教学

就需要教师去学习和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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