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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需求。本文论述了在初

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利用研究性学习模式，启发学生形成主动探究的意识，使学生进行有广度和深度的学

习活动，从而提高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并产生新的认知结构。以及在探究活动中体会数学知识背后的思

想与方法，获得数学的基本活动经验，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发展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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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the tradi-
tional way of education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se of 
research studying model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cess, inspire students 
to form the awareness of active inquiry, make students carry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learning 
activiti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produce new cognitive structure. As 
well as experience the ideas and methods behin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the exploration ac-
tivities, obtain the basic activity experience of mathematic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ob-
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qua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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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学习模式。在老师的适量的帮助之下，学生自己分析、组织、策

划、实施和自我评估的一种探究式学习方法。学生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各种课题来进行自主

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注意指导学生在研究课题时思路的形成和认知结构的构建，以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从被提出之日起，就与教学和课程密不可分

的，也被纳入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之中。《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学生的学习必须有

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认真听讲，独立思考，动手实践，独立探究，协作交流等是学习数学的主要方法

[1]。对此，我们需要做出改变，去更新我们的教育方式，不再单单地传授知识，更要让学生去了解知识

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和思想方法。学习过程中注重对孩子探索能力的培养，放手引导他们对实际问题开展

主动的探索，有深度的数学思考，并以此训练他们剖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研究性学习具有开放性、探究性、自主性、实践性、全员性等特征。开放性是指研究性学习在问题

上的选择和结果的呈现。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以及具有一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可

以不受已有结论的影响，通过自己的研究资料得出自己的观点。探究性重点在于探究。因为研究性学习

通常是以“问题”为载体，所以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时候，要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采用科学

的研究方法和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来开展探究性活动，进行独立的思考，逻辑的推理和实例证明或辨认，

来得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自主性是指研究性学习重在于学生要自己完成学习任务。老师不易过多干涉

太多，学生承担起学习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其主观能动性就被调动了起来。通过学生自己分析问题，制

定计划，选取方法和组织实施，使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实践性是指要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

识与社会要融合起来。从现实社会中去挖掘学习资料，走出书本，走出学校，去参与社会活动课题，从

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以此来收获直接或间接经验，从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全员性是指

全员参加，老师可以将班级不同层次的同学进行分组，使其进行不同层次研究性学习，也可以根据每个

同学身上不同的潜能和个性特点来分组。让全体学生共同参与进来，感受合作学习的快乐，小组共同讨

论制定适当的计划来开展自己的学习活动[2]。在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他们不但可以培养自己克服

困难的能力而且可以意识到团体协作的重要性，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对于其今后的学习以及生活

都有着深远影响。 

3. 研究性学习的策略 

3.1. 利用数学开放题 

数学开放题是由日本数学家提出的一种新型题，它的特点是答案不唯一，给学生留下较大的自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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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空间，在探索的过程中培养发散性数学思维。此类题型都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思考空间。不但表

现出了自主学习和积极探索的精神，而且具有探究学习的特色，对于在培育学习者的实际能力和创新精

神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且它的条件不完备或者结论也不唯一，解题模式既不是现成的也不

是唯一的。常常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解题过程还可能会引出新的问题，这与传统的题型有很大的区别，

很适合让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3]。 
例 1：如图 1， BAC ABD∠ =∠ ，请你添加一个条件：-------，能使 ABD BAC∆ ≅ ∆  (只添加一个即可) 
 

 
Figure 1. Congruent triangle diagram 
图 1. 全等三角形图 

 
像这一类题，它答案并不是唯一的，所添加的条件有：① D C∠ =∠ ；②   DAB CBA∠ = ∠ ；③ 

  AD BC= ；没有固定的唯一答案，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答案，都必须要运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而全等三

角形是学生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学生通过分析问题，认真思考，利用已有知识经验，通过自主探究，

来解决数学问题。在其经历了分析，思考，探究等一系列活动后，思维有了新的拓展，为其后续的创新

思维奠定了基础。 

3.2. 利用设置悬疑方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教师们可以针对所学内容，选择学生感

兴趣的方式，对所学内容设置悬疑。因此当学生在掌握了基础知识之前，就已经对需要学习的内容形成

了强烈的兴趣与好奇心，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探索欲，由此来实现使他们积极地探索与学习的目的。 
例如，我们在讲到勾股定理的时候，在上课之前向同学们介绍它被称为“几何学的基石”，已经诞

生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研究过这条公理。现在已经有了 400 多种证明方法，并且

我们国家发现它比西方国家早了 500 年。它不仅运用于数学，在其它学科中也有着极为广泛的运用，那

它究竟是什么呢？从而自然而然的引入勾股定理。“设疑”在现代数学课程中，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教学

方法;这是一种教学艺术；要做到有效设疑，教师不仅要能够熟悉教学内容，还要对学生的心理活动有一

定的掌握。不断的反思和总结，优化教学过程。有意义的“设疑”，才能激起学生的热情和探索的欲望，

使其能够形成对未知事物的某种向往，在主观上的形成对知识的好奇心，从而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和学习

效率[4]。 

3.3. 利用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指在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时候，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像研究数学史那样。通常要求学生

在进行探究活动之前，通过查阅较多的文献资料，来了解与主题相关的数学知识背景和相关知识[5]。这

一类探究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往往较长，不利于在课堂上开展。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布置任务，让同学们利

用课后时间去收集，整理资料，整理好之后，形成报告，然后在由老师带领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讨论，总

结分析。学生通过文献研究有利于其阅读能力的提升和收集信息能力的培养，拓宽视野，在以后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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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或者领域利用文献研究奠定了基础[6]。 
例如在讲到黄金分割的时候，这个课程可以老师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去阅读文献收集资料来回答老

师的问题，如有哪些典型黄金分割例子？生活中和自然中有哪些方面运用了黄金分割？怎样利用尺规作

图法来做出线段的黄金比例？黄金分割所包含的领域非常之广，在数学，建筑，音乐，绘画，管理上都

有涉及。这些知识广度甚至连老师都不一定全部了解，这就意味着所出现的结果不一定是老师所控的。

学生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3.4. 利用生活实践 

社会实践是获取信息和材料的重要来源。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来源于现实，存在于现实，并且运

用于现实。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其认识规律和自身生活经历，在日常生活中去发掘有着一定科研价值和

社会意义的课程[3]。从社会中提取信息材料，整理资料来进行研究性学习。把数学教育和生活紧密结合

起来，使学生充分运用数学来处理问题，感受到学习数学现实价值，以此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成就感。 
例如，在综合实践里数据分析课程中，可以给学生们设置一个关于电费的课题。让学生去调查自己

所在市的电费收费标准以及制定标准的依据，然后调查整理出自己所在小区所有住户的家庭用电情况以

及缴费金额，分析自己的家庭用电和缴费金额在小区以及所在市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通过对这种实际问题的引入，将数学知识和社会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可以有更广泛的兴

趣来研究性学习数学，并且更能体会到学习数学的现实意义。而通过引导学生运用自身所学的数学知识

来处理实际问题，可以提高他们处理数学难题的成就感，从而提高学习数学积极性和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3.5. 利用信息技术融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现代信息技术将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

革命性作用。要借助学校现代化系统的建立推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学模式的现代化[7]。计算机技

术在教学上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快速的运算性能、大量的图像展示和生成技术、大规模信息的处理技术。

具有互动的教学和研讨平台等功能。通过互动的教学氛围、能够让更多学习者能参加小组讨论，并能积

极、高效的收集、判断、识别、运用资料[8]。因此为了更好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掌握数学背后的规律，

让学生使用信息技术来进行探究式学习，可以更好的攻破知识的重难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例如，在讲到图形的平移和旋转的时候，老师在自愿组合前提下，将全班分成 4 个小组，每个小组

分别选择平行四边形、等腰三角形、梯形和圆来作为自己小组研究的对象，利用计算机软件来完成每种

图形在平移和旋转后的图形，并分析其特征。但在开始之前很多学生不了解所要使用的计算机软件，这

就要求老师给予一定的学习资料和途径，沟通信息技术老师给学生一定帮助和指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学

习，小组的合作，老师的指导后，将课题的问题划分成若干个小问题，一个一个的攻克。小组内也要进

行一定分工，合作共同克服每一小问题，最后成果进行汇总。在此期间，组长要在“小组讨论记录表”

上记录每位同学的发表的意见，还要在“小组分工表”上表明每位同学任务及其活动。以此来培养学生

自主，合作以及探究的能力。在整个流程中，老师要当好“聆听者”和“点评者”的重要角色。针对学

生在研究中的缺点与问题进行引导，并强调“过程性评价”。对在学生所表现的勤奋认真钻研的敬业精

神给与充分肯定，鼓励学生多提“友情意见”，积极进行后续研究，并将全部的研究材料汇总成为了电

子档案袋[9]。 

4. 总结 

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时，首先在选题上，必须要具备相应的实践性，创造性和可行性，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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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是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改变身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

才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是评价时，采用

自评、互评、师评三种评价方式，老师还要注重过程性评价，对学生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和刻苦钻研的

精神给予肯定，激励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所获得直接的经验、

创新的意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仅仅只是适用于数学这一门学科，也适用于在其它的知识领

域对于学生以后的学习以及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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