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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愿意学;准确简易的东西一定是精确、严谨、完善的,便于记忆。 直观———有

实物、图形直观,有语言直观。 直观含义上理解了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懂了。
 

Abstract:" Interest
 

is
 

the
 

best
 

teache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are
 

willing
 

to
 

learn;
 

accurate
 

and
 

simple
 

things
 

must
 

be
 

precise,
 

rigorous,
 

perfect,
 

and
 

easy
 

to
 

remember.
 

Intuitive-there
 

are
 

real
 

objects,
 

intuitive
 

graphics,
 

and
 

intuitive
 

language.
 

What
 

you
 

under-

stand
 

intuitively
 

is
 

what
 

you
 

really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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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愿意学;准确简

易的东西一定是精确、严谨、完善的,便于记忆。 直观:有实

物、图形直观,有语言直观。 直观含义上理解了的东西才是

真正的懂了。 一般职业高中学生基础薄弱,害怕数学学习,

其主要害怕数学概念。 认为数学概念多,单调,枯燥难记,不

好学。 而数学概念是数学思维的细胞,数学概念的教学在培

养和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

用。 数学概念的重要性与学生害怕数学概念是一对矛盾。

它要求:教师应在概念教学时,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数学概念,形

成有效的学习动力;变“单调”为丰富多样;变“枯燥难记”为

情趣盎然、形象直观、简捷易记;变“不好学”为学生要学,变

教是为了不教。 简单地讲,数学课程概念教学,讲求兴趣、简

易、直观,是提高职业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方法与措施,也

是《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
 

的要求,更是素质教育的

要求。 在数学课程的概念教学中,数学概念的引入又显得十

分重要,因为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好

的开头呢? 我认为概念的引入教学,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

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讲求兴趣、简易、直

观。 源于这种观点,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讲求兴趣、简易、

直观地引入数学概念教学。

1　 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教材中的实际问

题、图表、图形、实物、模型引入新概念

如教学“集合”的概念。
 

老师先举例:“世界地理里讲的

四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这四个洋的名称就

是一个集合”;“6 的因数:1、2、3、6 就是一个集合”。 说一说

生活中还有那些像这样的集合的例子?
 

学生再举例。 从而

引入“由某些确定的对象所组成的整体叫做集合”。 再如教

学一些原始概念。 如“平面”的概念:老师先举例:“平静的

湖面、桌面、窗户的玻璃面等是平面”。 说一说生活中还有那

些像这样的平面的例子?
 

学生再举例。 从而引入“平面没有

厚薄,可以无限延展(是从物体中抽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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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尽可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再顺着学生

的直观想象提出概念。

2　 以数学的自身发展需要设问置疑,引入新

概念

如教学“虚数”的概念。 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对虚数的

概念很难接受。 特别是对负数的平方根是虚数更难以接纳。

鉴于这种情况,我设计了引入“虚数”概念的教学方案:
 

⑴出示下列问题,口答:①对于方程 x2 = 1,x
 

是几? (学

生答 x = ±1)
  

②对于方程 x2 = 0,x
 

是几? (学生感到好笑)
  

③

对于方程 x2 = -1,x
 

是几? (学生束手无策)

⑵猜一猜:上题③求得的解是实数吗?

师:怎样求这样的数,怎样表示这样的数,正是我们这节

课所要探究的问题“虚数”。

这样自然地引入虚数。 使学生体会到“虚数”的概念是

从数学的自身发展需要引入的新概念。 虚数是在一元二次

方程求解中,为了解决负数的平方根而产生的概念。 学生感

受到“虚数” 概念的存在,在答疑解难中达到理解虚数的

意义。

3　 以已有知识为基础引入新概念

学生已有的知识,是引入新概念的直观材料。 它讲究用

恰当的、学生已有的知识引入新概念,既能使学生体会到数

学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与结构关系,还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也简易,直观。

3. 1　 以已有知识为基础类比引入新概念,要讲究兴

趣、简易、直观

如由等差数列引入等比数列。 先出示:请同学们先观察

下面两个数列,再回答问题。

①1,4,7,10,13,…;
    

②
 

1,2,4,8,16,….

Ⅰ这两个数列,从第二项起,每一项与它前面一项之间

各存在什么规律?

Ⅱ数列①叫什么数列? 那么数列②从第二项起,每一项

与它前面一项之间各存在什么规律? 你认为数列②该叫什

么数列? 从而顺势类比推理引入新概念。

3. 2　 以已有知识为基础经过公式变形引入新概念,

要讲究兴趣、简易、直观

如由斜率公式引入直线点斜式方程概念。 先出示斜率

公式,然后提问:将斜率公式的等号两边同时乘以( x2 -x1 )

时,原来的等式将变化成怎样的等式呢? 学生很容易做出正

确回答,教师就顺势引入 y-y1 = k(x-x1)就是我们这节课要

探究的点斜式方程。 学生在无意的演绎推理的变换中得到

新概念。

4　 以媒体演示法引入新概念

4. 1　 用实物教具演示引入新概念

例如椭圆概念教学:老师取一根细绳,把它的两端分别

固定在画板上的 F1,F2 两点(F1 和 F2 之间的距离小于绳

长),用铅笔尖把绳子拉紧作图,则所画的轨迹就是一个椭

圆。 学生也可以用准备好的学具在作图纸上按照以上步骤

作图。 学生通过老师的演示图和他自己做的图,很容易回答

下面两个问题:①图形轨迹在变,什么没有变? ②动点 P 到

两个定点的距离与绳长有什么关系? 从而得到椭圆定义。

4. 2　 用多媒体演示引入新概念

例如抛物线概念教学:老师在几何画板中设置定点 F 与

定直线 l(定点 F 不在定直线 l 上),在直线 l 上任取一点 H

(点 H 是能在定直线 l 上滑动的点),过点 H 作直线 l 的垂线

m,再连接线段 HF,并作 HF 的中垂线 n 交直线 m 于 P,连接

PF,则 PH = PF,H 点是生成点的动画,点 P 是追踪点,由此追

踪点 P 所描出的曲线就是抛物线。 经过演示,学生由线段中

垂线的性质很容易看出:动点 P 到定直线 l 的距离与到点 F

的距离总是相等,从而得到抛物线的定义。

学生通过数形结合的媒体演示活动,感受到数学概念的

有趣、简易、直观,好学,进而产生自己要学的动力。

实践证明:学生在充满兴趣、简易、直观的数学概念引入

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仅容易接纳知识,教学效果好,还有利于

培养和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尤为职业高中学生。

当然,在数学概念的引入教学中,讲求兴趣、简易、直观

的方法和措施还有很多,是我们数学教师要去终身探索和实

践的课题,而此文所言只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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