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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学讨论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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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式教学是数学教学中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该方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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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中数学的讨论式教学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方

法。讨论式教学对加深教学基本概念，定理等的理解

和巩固，拓宽学生的思路和开发思维，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益处，同时也可以使教师及

时得到信息反馈，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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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练习课上把全班学生分成四个大讨论组。教

师准备好两套类型不同的题目，每套都有四组近似

题，并制成卡片，四组同学都派一人抽签讨论取的那

组讨论题（卡片）。同学们在极大的好奇心驱使下，一

开始就产生学习的兴趣。教师有目的地选取从易到

难的两套题目，学生在完成一套任务后，自己高兴地

推荐一位满意的同学上讲台板演和讲解，认真回答

全班同学甚至老师提出的问题，本组其它同学也可

以站起来帮助回答，然后教师进行小结。当完成一套

不同题目的任务后，同学们带着更浓厚的学习兴趣

进行下一套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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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讨论式教学备课中，教师要以教学大

纲为指导，教学内容为基础，积极准备教学资料，精

心设计教学方法，认真组织课堂教学，充分发挥教学

艺术的功能，以求最佳的教学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在

讨论课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

用。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积极思维，主体作用得以发

挥。课堂上学生边回答问题，教师边提示和鼓励，师

生之间各抒己见，真正做到教学相长。例如在讨论

“比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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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时，同学们猜测大于’的

底数和指数同时都大时，幂也一定大，为什么呢？如

何透过外表现象，用已学的知识来证明呢？同学们想出

了两种方法，分别借助辅助的中间数值!.0
’.-0

和#.’
’.!’

，

应用 幂 函 数 和 指 数 函 数 的 性 质 都 可 以 求 出 结 果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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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的指导下，他们应用两个指数函

数23#.’
4
和23!.0

4
的图象，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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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式教学中知识的掌握能较大限度地促进

能力的发展，能力的发展又能反过来推动新的知识

的掌握。课堂上每当一位学生板演和讲解时，应该鼓

励其它学生不要局限于这小范围，可以继续深入分

析题目的要求和解题过程，指出错误和产生错误的

原因，或寻求不同的多解方法和最佳解法。例如在讨

论“比较56744与56740的大小”时，有的同学只简单考

虑底数8的范围，把它分成"949’和81’两种情况，还

有的同学却片面考虑真数4的要求，分成"9490，430
和410三种情况，这都是不够全面的分析。在教师的

帮助下，同学们最后都同意既要考虑真数，又要分析

底数，在定义域范围内分成"949’、’9490、430、410

四种情况进行讨论，分别得出5674
0
“大于”、“小于”、

“等于”、“大于”5674
0
的正确结论。为使讨论课圆满成

功，教师必须有目的地选择典型题目，针对学生存在

的问题，通过讨论加以巩固和提高，才能有效地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练习课上，要求学

第 ’( 卷第 0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6;<=>5 6? 8@AB>=7 C655D7D·E>F;<>5 GA@D=AD HI@F@6=

J65.’(+E6.0
GDK.+ !""#



生回答问题概念准确，语言确切，述叙清晰，加强语

言艺术和表达能力，要求学生在黑板上解题，必须书

写清楚，板书美观，布局合理，作图完整，培养审美观

和运算能力，要求学生通过多种函数的数与形的结

合，训练空间想象，达到初步的空间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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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式教学可使教师及时了解教学效果与反

应，也可使学生及时找出自己学习上的薄弱环节。因

此讨论式教学成为师生双方及时反馈信息的畅通渠

道。在讨论“求不等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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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集”时，从题目外表上看，学生容易把它看成是对

数和指数不等式问题，过去教师要从作业中才能得

到这一反馈信息。而通过讨论课教师不仅能从讨论

中摸清学生的思维障碍并能及时加以纠正。这从以

下一段对话可以看出：

师：可用已学的对数函数性质，当底数一定，对

数值大小确定时，能求出真数的大小吗？

生：（沉思片刻）只能得出（
$
%

）
+
$
’!+)（ $

%
）
*
，现在

又出现未学过的指数不等式问题了。

师：你能继续用指数值大小，来确定指数的大小

吗？

生：哦！它的底数为
$
%

，小于,，根据指数函数的

性质，可得到+
$
’!+-*。我已完全明白了，谢谢。

在讨论式教学的最后高潮中，象这类“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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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调递减区间”和“求"2#, 3 %（$+
$
’*+0%）的

单调递增区间”的题目讨论中，同学们都会遇到大小

程度不同的困难，除了要灵活应用指数函数和对数

函数的性质和图象外，教师还要及时提醒同学们结

合复习和运用辅助的一元二次函数4/+
$
0*+’1和4/

$+
$
’*+0%的性质和图象，综合分析题意要求，才能达

到解题的准确和完整。总之，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从

学生的板演、发言，讨论和表情、神态等方面察颜观

色，得到反馈信息，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有针

对性地进行启发，强调重点，分析疑难，保证教学过

程的有效性和不断优化，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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