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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链教学是培养学生四大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有许多教师对问题链教学理解不深入。为了解初中数学

课堂问题链教学现状，现以“勾股定理”第一课时为主题的数学课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初中教师设计

与实施问题链教学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等方面关联，缺乏思考视角关联；

第二，问题链所体现的数学思维较单一；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问到底，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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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 chain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four abilities, but many teachers 
do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 chain teach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blem chain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hemed with “Pythagorean Theorem” in the first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have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when desig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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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problem chain teaching: First,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relation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and lack the correlation of thinking perspective. Second, the mathemat-
ical thinking reflected in the problem chain is relatively simple. Thirdl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ask questions to the end and ignore students’ subjec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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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数学家哈尔莫斯说过“问题是数学的心脏”[1]。21 世纪以来，学生的问题意识受到了重视，最新颁

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这意味着教师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如何

改进教师传统的教学信念？ 
事实上，我国学者在数学问题提出、问题式学习、问题链教学等方面已有相关研究，并且我国中小

学数学教师普遍接受问题驱动的数学教学观念。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不足[3]，这主要是因为不少传统

教师对于问题链教学设计的理解不够深入，他们能够感觉到探究教学、问题驱动教学与问题链教学三者

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异，但说不清道不明。因此，笔者将对初中数学课堂上的问题链教学进行分析，了解

其现状。 

2. 数学问题链教学 

问题链最早是由黄光荣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问题链是数学知识结构表现形式[4]。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唐恒钧教授与张维忠教授通过实践摸索与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了关数学问题链教学的基本原理和

实践策略。其中确立问题链的三大基点是教学目标、数学思维以及学生认知，在设计与实施问题链教学

时应该把握三个关键：数学问题链设计以“关联”为起点；数学问题间的关系体现基本的数学思维；数

学问题的呈现方式以教学功能为依据[5]。 
基于此，我们认为设计数学问题链教学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寻找关联点。数学关联分为表层

信息关联、思考方法关联与思考视角关联。关联点的选择不同时，最后呈现的课堂效果也不同。第二、

呈现数学思维。常见的数学思维有一般化、特殊化、类比以及逆向思维，在教学中应该将数学思维方法

体现在所设计的问题中，让学生明白教师为什么会在课堂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三、选择恰当的方式应

用问题链。教学目标不同，问题链的整体功能以及若干主干问题的教学功能都不同，其应用方式也有差

异[6]。 

3. 课例对比研究过程 

研究所选用的是一位初中数学教师 H 教师的教学视频，课例研究的主题是“勾股定理”第一课时，

学生均具备一定的分析与归纳能力，初步掌握研究图形性质的基本方法。 
所收集的数据包括勾股定理教学设计、课堂录像视频、其他教师的点评，其中已将视频转译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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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提炼出了课堂上的问题链，并对 H 教师的问题链及其目的进行深入分析。 

4. 研究发现 

H 教师在课堂上一共提出 61 个问题，其中数学问题有 53 个，此处数学问题指学术性问题，不包括

非学术性问题，例如“这道题谁来回答？”将其整理为一个包含 6 个一级问题的问题链，其课堂上呈现

的问题链及其目的如表 1 所示。 
 
Table 1. H teacher’s problem chain and purpose 
表 1. H 教师问题链及其目的 

课堂上的问题链 目的 

Q1：看见动态的勾股树有什么感觉？这么美的图形蕴含什么数学知识呢？ 
Q1-2：图中三个正方形的面积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 
Q1-3：从中可以转化得到等腰直角三角形三边在数量上有什么关系？ 

创设情境， 
引入新知。 

Q2：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边也有这样的关系吗？ 
Q2-1：运用割补法分别计算正方形 A、B、C 和正方形 A'、B'、C'的面积，看看它们之间

有怎样的关系？你能展示一下思路吗？还有其他思路吗？ 
Q2-2：记正方形的边长分别为 a、b、c，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如何表示？ 
Q2-3：如果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长分别为 a、b，斜边长为 c，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特殊到一般 

Q3：请大家思考如何证明这个命题呢？ 
Q3-1：这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和如何来表示？ 
Q3-2：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吗？你是怎么判定的？ 
Q3-3：将这两个三角形分别进行旋转得到新的四边形，新四边形的面积如何来表示？为

什么？ 
Q3-4：你能用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新的正方形吗？有几种拼法？如何用拼图

验证你的猜想？ 
Q3-5：第一种拼图如何证明我们的猜想？第二幅图呢？ 

动手操作， 
验证猜想。 

Q4：如果给出三个正方形，如何根据已知的面积求未知的边呢？ 
Q4-1：观察这幅图，E 的面积等于？黄色的正方形面积等于？绿色的呢？那么正方形 E
的面积可以如何表示？ 

知识提升， 
思维训练。 

Q5：若直角三角形中，有两边长是 3 和 4，则第三边的平方为多少？ 
Q5-1：解这道题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你有什么感悟？ 
Q5-2：当斜边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数学中的什么思想？ 

勾股定理的应用 

Q6：这节课我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用到了什么数学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探究过程？ 总结与归纳 

4.1. 勾股定理与其他主题的关联 

从教材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来看，勾股定理的知识可以解决许多三角形长度与角度的计算题，在

高中学段，利用赵爽弦图可以得到基本不等式的几何意义，将勾股定理推广到一般三角形中还可以得到

余弦定理。勾股定理的证明过程中将数量关系转换为面积关系的思路在学习完全平方公式和平方差公式

的几何解释时也有所体现。除此之外，其所涉及的等面积变换思想还可以延伸至立体几何通过等体积变

换进行计算与证明。总之，勾股定理在整个中学阶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H 教师关注知识上的关联，虽然也有注重方法的联系，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拼

图、演算，但是更多的只是将这种联系聚焦在学生学会应用勾股定理，忽视了学生对数学方法本身的掌握。 

4.2. 对一级问题的研究 

H 教师一级问题体现了一般化的数学思维，其教学思路是：观察在网格中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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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过渡到一般的直角三角形，提出猜想，体现了一般化思维。让学生动手拼图验证之

前的猜想。H 教师的教学过程直观地展示出勾股定理，让学生“知其然”，但是未能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4.3. 对二级问题的研究 

进一步分析 H 教师课堂中的二级问题，从问题链的整体教学功能来看：问题链的设计为学生学习勾

股定理提供了载体，在学生的头脑中建构其了关于勾股定理的知识结构。从问题链各主干问题的教学功

能来看：H 教师表现出对数学知识的关注，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应用。 
起点问题性(Q2-1~Q2-2)，将研究对象从正方形面积关系过渡到等腰直角三角形三边数量关系；随后，

教师设计延伸性问题让学生通过割补法探究正方形之间的面积关系(Q3-1)，但子问题之间跨度太小；教

师将问题延伸，追问学生新构造出来的正方形的面积如何表示？(Q4-3)，学生能够通过图像直观地感受

到勾股定理的巧妙；最后让学生动手拼图验证猜想(Q5)，切身体验勾股定理的呈现过程；最后，Q6~Q9
这一系列问题都体现了对勾股定理的应用。 

5. 结论 

通过深度剖析这节课上的数学问题链可知：H 教师注重数学知识的教学。学生对方法的掌握还不牢

固，如果将赵爽弦图变为青朱出入图，学生便会被难倒，究其原因是学生对于证明勾股定理方法的实质

并未掌握。H 教师虽然通过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利用赵爽弦图的思路证明勾股定理，但要让学生自发的

想到这个思路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教师做好“脚手架”的工作，可参考吴增生老师的做法[7]，
这样的设计易使学生通过类比形成探究思路，从而自然地发现勾股定理的结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初中数学课堂问题链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下： 
一、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等方面关联，缺乏思考视角关联。思考视角关联有助于学生形成思考某一

领域数学问题的基本框架。教师在设计与实施问题链教学时能有意识的以知识关联与方法关联为起点，

但容易忽视思考视角关联的重要性。这是由于教师缺乏从整体把握的教学观念，过分关注知识与方法的

教学，忽视其在整个数学学习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问题链所体现的数学思维较单一。数学问题链教学主要倡导一般化，特殊化，类比，逆向等多

种基本思维。在教学中，数学思维通常不是单一出现的，有可能是多种思维独立并存，也有可能是相互

融合。但初中数学教师对教材理解不够深入，设计问题链教学时通常只体现一种或者两种数学思维，这

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限制了学生思考的空间。 
三、实施过程中，教师一问到底，忽视学生主体地位。问题链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根据教

学目标选择恰当的方式呈现问题，不是全程只有教师一个人提问，而是由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课堂

中，学生活动是一个不可控因素，教师要学会设计教学活动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了解到目前初中数学问题链教学的现状，那么，中学教师该如何利用“问题链”创设出“活”的课

堂呢？事实上，教师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培养“高观点教学”意识。教师以高等数学中的思想、

方法以及思考视角等与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建立起联系，促使学生深入浅出的理解数学本质。第二、树

立“大单元整体教学”理念。既要掌握数学学科整体知识体系，又要整体把握中学数学教学目标，还要

具备系统思维，对教学内容问题化，再以问题链驱动课堂。第三、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强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知识是学生主动在头脑中建构而成的，而非教师被动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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