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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中，情境教学法以情境为中心，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以及自

主学习。将问题教学法应用到高中数学的教学中，能够极大地转变当前“枯燥式”的教学模式，因此它

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浅谈情境教学法的内涵以及其在高中数学中的应用，并且给出了一些在使用

情境教学法时的有效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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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focuses on the situation, which promo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nspires and guides student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learn in-
dependently. Applying problem-based teaching method to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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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can greatly change the current “boring” teaching mode, so its role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
ta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e-
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nd gives som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when us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Keywords 
Situational Teaching,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trateg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如今，高中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要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地提高分数等难题，面对这类情况，教师带

领学生们大量地做题，每天都在进行题海战术，高中数学课堂中存在这类问题，学生们感到越来越累，

甚至不少学生开始出现厌学的心里，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高中数学课堂要引入情境教学法。 

2. 情境教学法的含义及原则 

情境教学法的含义[1]是指教师在教学时，通过有目的地创设或引入色彩丰富、学生们感兴趣的场景，

以达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的目的，从而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课堂知识及教材、发展心理机能及数学

意识。情境教学法来源于情绪心理学，它指出个人情感对认知活动有着极大影响及强化作用，有着积极

健康情感的人们更能推动认知的形成。 
情境教学法的原则[2]第一，情境教学法的创设频率要适当，在高中数学中过多的情境教学不仅会浪

费课堂时间，还会造成学生的情境混乱，从而影响学生的思维；第二，坚持有效性教学原则，在引用情

境教学法时，教师要将情境与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要避免情境使

学生投入太深，导致学生忽略知识本身；第三，情境教学具有趣味性，融入学生并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情

境，教师要很自然地把学生带入情境中，让其在快乐中学习；第四，情境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学

生能力的发展，教师在选择情境时，不仅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还要让学生更加透彻的理解知识，提

升学生的能力。 

3. 高中数学情境教学设计策略探究 

3.1. 事情境教学[3] 

对于高中的学生来说，数学是枯燥的，那么作为一名教师就要使得原本枯燥的数学变得妙趣横生，

使用故事情景法是将数学课上得生动的一个教学方法，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 
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在他十岁上学时，他的数学教师布特纳有一次给大家出一道在当时很

难计算的数学题，求1 2 3 100+ + + + 的和。聪明的高斯在大家埋头计算时，他就把答案交给了布特纳老

师，布特纳老师心里想班级里最小的这个学生一定是交了白卷或者瞎写了什么，因此老师当时并没有看。

又过了许久之后，其他的同学才陆陆续续的把答案交了上来，布特纳老师后来发现全班只有高斯写的答

案正确，而那些比高斯算的慢且年龄大的学生们都计算错的时，布特纳十分震惊，并问高斯之前是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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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布特纳从来没有教过学生来算这种题。那么同学们是否知道被誉为“数学

小王子”的高斯是如何算出来的吗？ 
本故事情境是讲述童年时期的高斯在学校发生的故事，从而引出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历史故事真

实有趣，能够引起学生们对学习的欲望，尽管有一小部分的学生也许听过该故事，也能够快速计算出 
“5050”但是对该算法的内涵并不清楚，对其中的算理也有着探究的欲望。 

3.2. 问题情境教学[4] 

在高中数学课堂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们的思维在课堂上一直是活跃的，利用问题情境教学法使得学

生们的思维踊跃，下面以“等差数列的求和”为例。 
问题一：利用“首尾配对”的算法，小组讨论在等差数列 { }na 中，首项为 1a ，公差为 d ，数列

1 2 3n nS a a a a= + + + + 的值为多少？ 
设计意图:有同学发现，这需要考虑数列的奇数项、偶数项的情况，从而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的能力。 
问题二：同学们是否有更加简便的算法，能够避免讨论数列的奇数项偶数项吗？ 
教师给适当的提示，给两个相互倒置的等腰梯形，并将这两个全等的等腰梯形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平

行四边形(图 1)。 
 

 
Figure 1. Parallelogram composition diagram 
图 1. 平行四边形组成图 

 

1 2 3n nS a a a a= + + + +  

1 2 1n n n nS a a a a− −= + + + +  

两式相加得 1 2 32 2 2 2 2n nS a a a a= + + + + ； 

化简得 1

2
n

n
a aS n+

= ； 

设计意图：通过将几何模型与数联系起来，层层递进，为他们提供一种倒叙相加法的解题思路。 
问题三：上述公式中能否用 1a 和 d 表示出来？ 
设计意图：将公式进一步完成推导，得出结论。考察学生的计算能力，掌握好基本量思想对于特殊

数列解决的作用，带领同学们回忆等差数列性质。 

3.3. 生活化情境教学[5] 

教育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一节好的课要求教师结合实际，但是教师很难将枯燥的数学与生活联

系起来，而情景化教学正是将数学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一个桥梁。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 
有一些工人们正在盖高楼，这时天气快要下雨啦，地面上有很多圆柱形木棒，为了避免木棒潮湿，

工人们要将其放到一个圆形木棒的Ｖ形架上，如图 2 所示，其最底层只放一个圆形木棒，每层上一层都

比下一层多放一个圆形木棒，最顶层最多可放置 100 个，那么同学们可以计算出这个Ｖ形架最多可以放

多少木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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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 wooden stick in a V-shaped frame 
图 2. V 形架中的木棒 

 
将等差数列的有关问题在与生活中得到了应用，教师在教学时，要根据同学们原有认知水平以及一

定的生活经历，使同学们走进生活，便于理解且思维能够跟得上，从而使学生们理解得更加透彻。从实

际生活入手，以同学们感兴趣又有效的情境导入，从而让每名学生都切实理解等差数列求和的数学思想，

提升学生们的数学思维能力。 

3.4. 激励情境教学[6] 

激励，就是通过表扬学生、肯定学生，使学生们的更加地自信并能得到内心的愉悦与满足，达到激

起学生们学习欲望的目的。激励情境教学就是老师在数学教学时，根据每名同学的身心情况，采取特定

的方法与手段，激起学生学习热情，引起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学会自主学习，在快乐中学习，从而提升

学生们的数学成绩，形成良好的数学核心素养。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下列数据，并快速回答下列问题：  

1 2 3 10+ + + + = ； 

1 2 3 50+ + + + = ； 

1 2 3 100+ + + + = ； 

学生回答：(略) 
教师：同学们真棒呀，又快又准确(老师对学生的表扬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那么，1 2 3 n+ + + + =

呢？你能发现什么规律吗？ 
学生回答：(略) 
教师：同学们真聪明呀，个个都是小爱因斯坦(增强学生对数学的自信)。 
引入正题，在教师的鼓励下，慢慢推动学生们往前走，教师要充分利用言语上的技巧，既要起到表

扬激励的作用，又要让学生们戒骄戒躁，同时不要夸奖的太虚伪，教师对学生们的激励要掌握时机，促

进学生们主动学习，热爱数学，从而提高学生们的数学成绩，促进学生的数学思维，在数学方面发展得

更好。 

4. 提高高中数学情境教学有效性的策略[6] 

4.1. 最优时间分配 

在高中数学的课堂上，时间是有限的，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时间，在情境教学

过程中，要合理地掌握时长，情境时间太长会浪费时间，情境时间太短又很难有良好效果。因此，教师

要明确本堂课的教学目标，对于同学们都知道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选择不讲解，将课堂上更多的时间都

留给的重难点，在重难点的学习上，教师带领大家进入情境，让学生能够更加准确的掌握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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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好的课堂既要有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同时教师又要合理的分配教学时间，教师将课堂上的时间

都分布在重难点的讲解上。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求和问题学生们都了解，因此可以将重点

放在求和的方法上，计算过程可以忽略不讲，让同学们自行计算，以节省时间。在数学课堂上开展情境

教学，让学生们积极参与，在课堂上与教师互动，以轻松愉悦的氛围讲解课堂内容，同时也要充分利用

好时间，从而达到最大的教学效果。 
总之，优化时间分配是高效学习的关键。通过了解基本概念和公式，理解问题的难度和复杂度，分

配时间比例以及规划学习计划和时间管理，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等差数列求和问题和其他学习问题。 

4.2. 结合多媒体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媒体在课堂中得到的运用，作为

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要与时俱进，在高中数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了常态，多媒体为教学

带来了方便。数学中的很多知识都较为抽象，学生们理解困难，而多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

这类问题。 
教师可以用投影等手段辅助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调动学生们的主动性。在数学领域，多媒体为

教师解决了如何教等很多的难题，教师可以将内容提前录入多媒体中，既节省课堂上的时间，同时学生

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知识，多媒体可以让学生们看到更加生动形象的图形，从而让学生们观察的更仔细，

提高学习效率。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教师在讲解时，可以将高斯的数学小故事以及高斯做

题时的照片放在多媒体上，让同学们都进入故事情境。多媒体的出现使得教学内容更丰富、生动形象，

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保证教学质量。 
通过多媒体的应用，可以创设更加丰富的问题情境，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点，并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4.3. 与生活紧密联系 

数学来源于生活，好的教育要将数学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数学本身的抽

象性使得与生活联系得比较困难，因此教师要做好将教育联系好生活的工作，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数

学，在数学中联想到生活，让数学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在数学的课堂上，教师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实际建立起联系，要让学生们学以致用。以“等差数列

的求和公式”为例，在文具店有一个十层的笔架，最顶层有一支笔槽，其他每层比下一层都多一个笔槽，

为了让其更加美观，店长预计将所有的笔槽都放满，问一共需要多少支笔才能将其摆满？如果有 n 层呢？

从而引出正题，引导学生们将数学与生活中的情境联系在一起。在高中数学课堂上，教师要充分挖掘素

材，以学生们熟悉的现实情境为出发点，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加准确地掌握知识，而且也可以让学生

们在数学的学习中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热爱生活，让数学在生活中充分体现。 

4.4. 寓教于乐，善用故事情境进行导入 

教育者在讲解数学概念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学生的兴趣不够，难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

下，寓教于乐，善用故事情境进行导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比如故事的主人公是小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数学的学生。一天，他在课堂上学习了等差数列，老

师布置了一个求和的作业。小明很开心地开始做题，但是他突然遇到了问题。于是，他来到了一个神奇

的小屋子，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小屋子里坐着一个老奶奶，她很和蔼地问小明有什么问题。小明向她咨询了等差数列求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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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听了之后笑了笑，拿出一个粉色的盒子。她说：“这是我年轻时候的宝贝，里面记录着许多数学

公式，包括等差数列求和公式。”老奶奶把小本子递给小明，让他自己查找公式。小明打开小本子，很

快就找到了等差数列求和的公式，他很开心地回到了课堂，成功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通过这个小故事，学生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等差数列求和的概念。他们可以从小明的角度出发，了解

到这个概念的实际应用。同时，这个故事也可以吸引学生们的兴趣，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这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教育者可以借鉴的一个方法。 

4.5. 以旧引新，触类旁通，因材施教 

对于高中数学而言，每个知识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高中数学的教材在编制方面有着极强的逻

辑性，每个章节之间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联系。因此，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复习来引

出本节课的内容，这样，既可以回顾之前所学习的内容，又可以更好地学习本堂课的内容。教师带领学

生通过类比推理，引领学生发现规律，提升学生们的数学思维与核心素养。 
下面以“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为例，先带领同学们回忆什么是等差数列，以及等差数列的概念与

性质，将等差数列的这些项相加，观察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呢？进而引入正题。这样既可以回忆之前

所学的内容，又很好地衔接了新的知识。加强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形成新的认知能力。 

5. 结论 

本文以等差数列求和为例，通过对情境教学法的基本概念和特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情境教学法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应用价值。情境教学法在学生们的压力下越来越受欢迎，使学生更

加深入地理解知识和技能。在等差数列求和这一重要的数学知识点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策略也十分有

效。通过情境创设、学生参与式教学、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和引导学生实践等措施，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等差数列求和的概念和应用。 
因此，情境教学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积极地运用情境教学

法，创设真实情境，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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