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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数学核心素养越来越重视，有关数学核心素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初中数学在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探讨了逻辑推理、数学运算素养的重要

性、影响、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初中数学习题的设置及初中数学习题课的教学策略。致力于研究在初中数

学习题课的教学中渗透数学核心素养，达到让学生练习习题、听习题课的同时，提高自身数学素养，从

而提高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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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on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in middle school plays a vital 
role in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reasoning ability and operational abi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reasoning and mathematical operational 
literacy, the setting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xerc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al exercise classes. It is committed t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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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the effect of infiltrating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in the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xer-
cise classes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mathematical literacy while practicing ex-
ercises and listening to exercise classes, thus improving their mathematical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reasoning ability and comput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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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题课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进行一系列基本训练的教学活动。要充

分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进一步帮助学生巩固学过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分析习题，

提升解题能力、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的运筹能力、发展逻辑思维能力，并能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小学数学主要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初中数学主要考查逻辑思维能

力，进而形成抽象思维能力。而数学运算在数学学习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初中学生正处在培

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形成各种能力的关键期，因此培养大家的能力，特别是逻辑推理能力及运算能力

是初中数学教学的核心，也是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相应数学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手段。 
通过习题课渗透核心素养思想，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是一种很好的办法。那么首先要了解数学核

心素养在数学教育进程中的重要性、作用，再知道如何设置习题能够让学生在做题的同时培养出一定的

数学能力，比如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最后要知道教师如何上好一节习题课，如何发挥

习题课的真正作用，能够做到让学生通过习题课的学习体会到习题中所包含的核心素养思想，进而感受

到数学的奥妙之处[1]。 

2. 逻辑推理视角下初中数学习题课教学研究 

逻辑推理是数学中常用的方法，基本上每个数学题都会涉及一些逻辑关系和推理过程。逻辑推理[2]
是指根据题干中已知信息，找出几个对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得出符合其内在逻辑关系的结论。简单

的说就是：得出的结论要有理有据，并符合逻辑。 
逻辑推理包含合情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其中，合情推理是由特殊到一般进行推理的推理

方法，推论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推理的结论不一定为真；而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进

行推理，推论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推理结论一定为真。归纳推理则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

进行推理，由一定程度、关于个别事物的观点过渡到范围更大的观点，由特殊的事例推出一般原理或原

则的方法。 
要想学好数学，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逻辑推理的前提是掌握一般的原理、原则，

其次还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全面了解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且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还

需要做一定量的逻辑思维训练才可以实现，而数学题是常见的有效的逻辑思维训练的方式。通过习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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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讲解，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一步一步推理的过程，即逻辑推理的过程，理解每一步推理的原因、

条件、得出的结果，为独立进行推理打下基础。 

2.1. 逻辑推理素养在初中数学习题中的体现 

在数学学习中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也特别常见，比如通过逻辑推理帮助学生理解新的知识。对于学

生来说，常常会感到数学知识有些抽象，且初中数学有一定的难度，新课的学习也常使不少学生迷茫，

而逻辑推理能帮助学生利用已有知识推理出新知识的内容和思想[3]。例如，在讲授“多边形和圆的初步

认识”这课时，教师便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引入正多边形的定义，如图 1：首先，画出一个正三角形，引

导学生说出正三角形即是三条边长度相等的三角形，随后推理到正方形、正五边形直至正多边形，从而

得出正多边形的定义：所有边长都相等的多边形叫做正多边形。随后，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边

数多些的正多边形，如正十边形、正十六边形等等。边数逐渐增加，让学生观察其特点，并将圆放在正

多边形旁作为提示，使学生认识到当正多边形边数逐渐趋于无穷大时，正多边形越来越像一个圆形。通

过以上的推理，教师便可以引入圆的定义，告诉学生圆的定义是到一个定点的距离为定长的所有点的集

合，这个定点就是圆心，定长即为半径。这就是通过推理引入新知识的一个典例。有效的逻辑推理不仅

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便于学生理解知识的本质，为今后解题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Figure 1. Regular n-sided 
图 1. 正 n 边形 

 
数学的学习相对于其他科目计算量大、抽象性强，部分题目对初中生来说无从下手，逻辑推理的有

效利用能够辅助学生理解知识的重点、难点并解答对应的习题，对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

例如，逻辑推理在几何证明时的广泛应用：证明三角形全等，从定理的学习到习题的练习，都会运用到

逻辑推理。在教师讲解教材中的定理证明时，以“两边和他们的夹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定理

为例，教师可以先在黑板上画出两个三角形，假设对应两组边分别为 c 和 f、b 和 e，对应夹角为∠A 和

∠D (如图 2)。教师为学生演示证明过程，既可以通过正向推导，也可以尝试着找到反例进行反向推导，

若能找到反例则该定理不成立。 
在讲解习题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观察题中的两个三角形，推测出两个三角形是否相等，再观察推

测两个三角形的对应边、对应角。结合学过的判定定理和已知条件进行一步步的推理，最终确定出对应

边和对应角。部分学生对所学习的数学知识运用能力较差，教师也可以在习题课上带领学生解题时利用

逻辑推理的方式教给学生解题的一般步骤，提升学生逻辑推理能力。 
在习题中适当的运用逻辑推理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实践能力。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在遇到有困难的题目时试着进行推理。传统的教学和学习中，学生往往处在被动的位置，而让学生主

动进行推理则更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教师

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共同推理论证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例如，“圆周角和圆心角之间的关系”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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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wo triangles 
图 2. 两个三角形 

 

教师可以先带大家了解课本内容，随后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试着证明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同一条弧

所对应的圆周角大小是其所对应的圆心角大小的一半。学生自行推理证明时，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指导

和帮助。最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共同推理。画出同一段弧对应的圆周角和圆心角，让学生通过观察推

测两角的大小关系。接着用量角器对两个角进行测量，让学生知道猜想正确与否，最后通过作辅助线的

方式带领学生进行证明。教师可以在过程中，让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和辅助线自己进行推理论证，最终由

教师进行点评和指导，帮助学生形成逻辑推理能力。这就是逻辑推理在数学证明中的一种应用，通过在

定理和习题证明过程中不断使用逻辑推理，有效提高学生创造意识和实践能力。 
逻辑推理在数学习题中的体现很多，所以通过数学习题的讲解和练习，能够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

力。有效的逻辑推理能培养提高学生不断追求真理的品质，学生追求真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已有知识

进行归纳并应用的过程，其实践等各方面的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2.2. 基于逻辑推理的习题课教学策略研究 

基于逻辑推理的习题课的教学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多元比较，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比较是数学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学生在初中阶段接触的数学概念比较多，很多又都是同中

有异、异中有同，比较相似，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带领学生进行概念的比较和区分，找出异同

点，强化知识的学习。比如，在初一时我们学习了公理和定理，这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公理是人们

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的一些命题的正确性，并把它们作为判断其他命题真假的依据的真命题；而有些命

题是基本事实，还有些命题它们的正确性是经过推理证实的，这样得到的真命题叫做定理。这样描述的

公理和定理不易理解，不易区分。而像下面这样对比比较后，便清楚明了。 
① 公理：人们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真命题是公理。 
② 定理：经过推理证实的真命题是定理。 
③ 公理和定理的异同点： 
共同点：都是真命题，都可作为判断其他命题真假的依据。 
不同点：公理的正确性是人们长期实践检验所证实的； 
定理的正确性是依赖推理证实的。 
通过对比，使学生在理解掌握概念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 
2) 部分联系整体，培养学生分析综合能力 
在初中数学的学习中，分析和综合是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学生需要在老师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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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将问题分成几个部分来解决，逐个攻破，再将这些部分联系起来综合运用，

达到由部分联系整体，从而锻炼分析综合能力的目的。比如，下面这个例题： 
例 1：有 10 名学生，他们的平均成绩是 x，如果另外 5 名学生每人得 84 分，那么整个组平均成绩是

( ) 

A. 84
2

x +             B. 10 420
15

x +             C. 10 84
15
x +             D. 10 420

15
+  

答案为 B。 
解决本题时就可以用部分和整体来进行思考，整个组的成绩由这 10 名学生和另外 5 名学生两部分构

成。很明显，10 名学生的总成绩是 10x，另外 5 名学生总成绩是 5 × 84 = 420，所以整个组的总成绩为 10x  

+ 420。而整个组共有 10 + 5 = 15 人，所以整个组的平均成绩为
10 420

15
x +

，B 选项。本题就巧妙的应用 

了整体和部分的思考方式，先求部分的总成绩和，再求整体的平均成绩，培养了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3) 由简到繁探索，培养学生归纳推理能力 
很多定理的推导证明和数学习题的解答需要用到归纳推理的方法，归纳推理就是由简单的个别的事

物的规律对复杂的一般的事物的规律进行推理的方法。有助于化繁为简，提高学生归纳推理的能力。例

如，在求多边形的内角和时，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推理找出多边形内角和的一般规律。从边数较少的三角

形开始，学生在学习之前就已经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这时就可以引导学生接着探求四边形的内

角和，把四边形分成两个三角形，利用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可以算出四边形的内角和是 360˚，再引导

学生按照这个思路计算五边形、六边形的内角和。然后教师带领学生梳理出多边形的内角和与边数之间

的关系。可以得出多边形可以分成的三角形的个数总是比其边数少 2，又有“多边形的内角和=可以分成

的三角形的个数 × 180˚”，因此，可以推出多边形的内角和规律为：n 边形的内角和 = (n − 2) × 180˚。
这是从最简单的三角形一直到复杂的 n 边形来逐步归纳探索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

行自主思考、主动找寻规律，从而逐渐提高自身归纳推理能力。 

3. 数学运算视角下初中数学习题课教学研究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提出，运算能力是指学生依据运算律和运算法则进行运算

的能力。良好的运算能力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运算的算理，便于学生找出合理、简便的运算方法解决数

学问题。数学运算能力也是初中生必备的能力之一，是影响初中生数学学习成绩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

数学学科的学习水平还会直接影响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理解，而数学运算能力又是数学学科的基础。所

以，提高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一直是教师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不仅要了解进

行运算所需的知识基础、运算能力的内容，还要研究学生这个主体，分析学生在运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学生在运算时偶尔出现差错的现象十分常见，这也是令教师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

归根到底还是学生的数学运算的基本功不够扎实。教师应该首先准确找出学生在运算过程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然后找出原因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提升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 

3.1. 数学运算素养在初中数学习题中的体现 

数学运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不陌生，它也不仅仅局限于初中阶段。小学时学习的加减乘除其实

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数学运算，随着年级的升高，数学运算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初中阶段的数学运算

逐渐变得形式多样，主要有整式的加减、方程与方程组的求解、不等式与不等式组的求解、分式的运算、

根式的加减乘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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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计算： 
① (2x − 3y) + (5x + 4y)；    ② (8a − 7b) − (4a − 5b) 
例 3：同一位置的两船同时出发反向而行，甲船顺水，乙船逆水，两船静水速度都为 50 km/h，水流

速度记作 a km/h。 
① 2 h 后两船相距多远？ 
② 2 h 后甲船比乙船多航行了多少千米？ 
这两个题目都考查了对整式的加减的运算能力，例 3 则是将整式的加减的基本知识点与实际情境进

行结合，既考查了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又考查了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 

3.2. 基于数学运算的习题课教学策略研究 

运算能力是一种基本数学能力，是运算技能和思维能力的结合。包括简单的数字计算、多项式的加

减乘除、因式分解、几何图形的求解证明等。数学运算能力包含了逻辑思维和计算技能两层意识。在逻

辑思维方面，要培养学生对运算过程进行简化的能力，独立、准确的选取出所需的公式、推论等相关知

识进行计算的能力。在计算技能方面，要求学生熟记数学计算公式和法则，能够熟练应用数学概念、相

关定理、性质等进行计算。要想培养学生的这些运算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1) 要求学生打牢基础知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培养学生数学运算素养时也是这样的，不可急于求成，一定要打牢基础。要

求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习题课也一样要得到重视，准确理解掌握相关知识，熟记有关运算的方法，坚持

“先慢后快”的原则。开始时，不要进行运算步骤的跳跃，每一步必须清楚的写出来，达到一定熟练程

度时，才可适当省略某些步骤。 
2) 强化学生课堂训练 
作为教师，要想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一定不要放弃课堂上的机会。教师可以出几个刚讲过

的类型题，让学生在黑板上进行解答，方便教师检查学生是否已经掌握运算技巧并及时纠正学生错误，

避免学生在自己练习题目时再出现此类错误。只有在课堂上完全学会运算的算理和方法，学生才能在课

下通过自己练习来不断提高自身数学运算能力。 
3) 进行大量的计算练习，教师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要想有良好的数学运算能力，大量练习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练习不是指题海战术，而是熟能生巧，

尤其是对数学运算能力的培养。在学生进行大量计算的练习后，教师要在习题课上针对学生在计算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讲解和解答，帮助学生找到问题所在。 
4) 培养学生运算信心，使学生敢于动手 
学生在刚开始进行计算时，做的慢和出现一些小错误都很正常，教师不要进行批评。尤其是在习题

课上学生在黑板上做题时，如果做错了，教师可以进行指导，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要对其进行批评。

相反，还可以进行适当的鼓励，让其不要害怕在黑板上做题，不要害怕解决运算相关的问题。 
诚然，良好的运算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提高运算能力是一个长期的任

务，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通过教师讲课时长期的有意识地渗透，学生的运算能力自然会有所提高。 

4. 结语 

初中是学生身心成长的关键期，也是其学习能力提升的关键期。鉴于逻辑推理、数学运算能力在初

中学生数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相应数学核心素养视角在一些例题中的体现及教学策略。希

望通过本文对初中数学习题课教学的分析与研究，对提升初中生数学核心素养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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