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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非常重视新授课的引入，从高中数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出每一节新课的内容组织形

式主要有“问题情境→学生活动→意义构建→数学理论→回顾反思”五个特点。因此，问题情境创设是高

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问题情境，不仅会引起学生的

注意，起到承前启后，建立知识联系的作用，而且还能让学生经历数学的发现和创造过程，了解知识的来

龙去脉。 

问题情境的创设要科学合理，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能对新知识的生成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在新授

课的教学中，大多数老师都能体会到问题情境的重要性，但在日常教学中，对问题情境的创设只是一种形

式，或说牵强附会。常常问题情境创设的有效性低下，起不到激起学生探索之欲望和点燃学生思维火花之

效应。现就在高中数学新授课中，对问题情境创设如何做到高效浅谈自己的做法。 

一、以旧带新创设问题情境 

从复习旧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是被大家经常和广泛应用的一种问题情境创设的方法。这种方法

不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而且还为学生学习新知识铺路搭桥。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数学教学要以学生

思维的最近发展区为认识的起点，按照学生的思维活动的规律进行设计。奥苏泊尔也曾经说过：影响学习

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然后据此进行相应的教学安排。在一次县教研活动中本人设计了这

样一节公开课的问题情境： 

案例 1、直线与平面平行（第 1 课时） 

师：请同学们先看这样一个知识框图。（幻灯片放映） 

 

师：从这个知识框图中，你能总结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同时你能想到我们这节将要往下学习哪个内

容？ 

生 1：前面我在空间几何体中认识了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且知道了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包括相交、平行和异面三种位置关系。下面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师：这个同学总结的很好！下面我们确实将要学习的是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师：下面请同学们在一个长方体中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问题 1：观察图 1 所示的长方体 ABCD--A1B1C1D1 中： 



（1）对角线 BD 与平面 AC 有多少个公共点？ 

（2）棱 A1B1 与平面 AC 有多少个公共点？ 

（3）对角线 A1C 与平面 AC 有多少个公共点？ 

 

生 2：（1）无数个公共点；（2）没有公共点；(3)一个公共点。（同学一边回答时一边进行幻灯片放

映答案） 

师：很好！下面请大家试着画出直线和平面有无数多个，一个和没有公共点图形。 

师：那么我们能否把看到的直线与平面的这些位置关系一一地用图形画出来呢？（学生在课下动手画

图，老师巡视学生的画图情况） 

师：选出两名学生的图形进行投影并进行点评。（一名学生画得较好，另一名学生的画法需要修正） 

师：同学们所画出来的这三个图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幻

灯片放映出：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这节新授课的问题情境创设就是抓住新旧知识的联系，在提问旧知识时引导学生思考、联想、分析，

使学生感受到新知识就是旧知识的引申和拓展。这样不但使学生复习巩固了旧知识，而且可把新知识由浅

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地建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从而有利于用知识的联系来启发思维，

促进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消除学生对新知识的恐惧和陌生心理，及时准确地掌握新旧知识的联系，达到

“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二、以趣味性问题创设问题情境 

教师要善于用一些趣味性的问题来创设和谐、欢乐的教学气氛，这是引导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又一重要

环节，运用得好，能大大地激发学生学习情趣，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学习新知识的真正意义。正如瑞士教育

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兴趣是能量的调节者，它能支配内在动力，促

成目标的实现”。所以创设有趣味性问题情境引入新课，不但能鼓励全体学生参与教学，激发学生的思维

火花和求知欲望，而且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下面是在听课中所听到的一位老师创设比较有趣

味性的问题情境案例。 

案例 2、等比数列前 n 项和 

师：同学们，我愿意在一个月（按 30 天算）内每天给你们 1000 元，但在这个月内，你们必须：第一

天给我回扣 1 分钱，第二天给我回扣 2 分钱，第三天给我回扣 4 分钱……即后一天回扣的钱数是前一天的

2 倍，你们愿不愿意？ 

（问题一出立即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七嘴八舌，有的因“数字 1000”的诱人盲目回答：“愿意！”，

有的因“条件”有没有陷阱沉思不语，而有的同学却在对“收支”情况进行“核算”。在一两分钟后，突

然有一位同学举手这样回答到） 



生：应该算出 1+2+4+…+229 的和，然后与 1000×30×100 比较，但我不会算 1+2+4+…+229。（同学

们发出一阵笑声） 

师：这位同学很聪明！这正是我们这节课要解决的一个“等比数列前 n 项和”问题…… 

通过这样一个趣味性的问题情境不但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更是激发学生的探索新知的欲望，

让学生产生“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内在动力。事实上，这节课同学们至始至终呈现出高昂的情绪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最后较好地完成教学目标。不得不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的动力！ 

三、用生活实例创设问题情境 

《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活动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数学知识是客观事

物发生发展的产物，教学中利用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创设问题情境，不但能使学生产生极大的兴趣，

而且还能体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2008 年 4 月 12 日，在江苏省丰县中学举行了“建和谐课堂，育创新

花朵”为主题，也即“苏北六校联谊会暨第八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课堂教学交流会”上。江苏省宿迁中学

赵加营老师就是用了贴近生活的一个实例创设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情境： 

案例 3、正弦定理（第 1 课时） 

一上课，屏幕上出现一张风景秀丽山水照片，学生们瞠目结舌。接下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某游览风

景区，欲在两山之间架设一观光索道,需要测量两山之间 A、B 两点的距离,现在岸边选定 1 公里的基线 AC,

并在 A 点处测得∠BAC=28o，在 C 点测得∠ACB=100o,如何求得 A、B 两点的距离? 

师：上述问题可转化为：在△ABC 中，已知 A＝28°，C＝100°，b＝1。思考能否求出 AB＝？ 

生 1：作△A1B1C1，A1＝28°，C1＝100°，然后测量三角形的各边，通过相似性求解。（此法得到同

学们的认可，听课教师的默许） 

师：很好！这位同学真聪明！ 

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生 2：在△ABC 中，作 AB 边上的高 CD，求出 A＝52°，然后在 Rt△ADC 和 Rt△BDC 中求出 AD 和 BD，

则 AB=AD+BD。 

师：不错！这位同学是把问题转化到了直角三角形中来解决的。 

师：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我们思考不能停止，探索也不能停止。是不是在一般三角形中也存在像直角

三角形里面一样更为直接的边角关系？ 

师：你能说出直角三角形中有哪些边角关系？ 

生 3：（略） 

师：通过这些边角关系你还能得出哪些边与角之间的等量关系吗？（把 Rt△ABC，角 C 为直角的边角

关系一一投影到了屏幕上） 

生 3：有两种关系：（1） ，（2） 。 

师：漂亮！（此时马老师脸上洋溢着笑容，投去赞许的目光） 

师：对于任意三角形，这个两个结论还成立吗？如何检验结论是否成立？ 

生 4：测量出各边的长度和各内角的度数代入检验。 



师：不错的想法！大家可以尝试。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们下面可以用几何画板进行较为容易的

检验。（链接几何画板课件，通过演示，学生很容易的接受了关系式（1）在任意三角形中都成立事实，

由此引入课题----正弦定理） 

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和认知背景创设一些生动又直观的生活实例，常常能吸引学生，使学生

精力集中，使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和明确的求知目标投入到新课的学习中来。但是利用生活实例创设问题

情境，问题情境常常具有探究性，所以教师既要有预见性，又要有胆量，还要相信学生的潜能是巨大的。

譬如：生 3 所探讨出的关系式 应该在教师的预料之中。生 1 和生 4 对问题解答所

想到的解决方法，是老师大胆的尝试和相信学生能力的结果，也是学生潜能发挥的一种表现。正如布鲁纳

所说：“问题常常作为一种标准，决定着学生素质的现状以及他们理解的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问

题是通向理解之途”。 

四、用几何画板创设问题情境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数学课程应提倡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有机整合……，提倡利用信

息技术来呈现以往教学中难以呈现的课程内容。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生动的动画图像、清晰的文字、

注解和优美的声音对数学课堂内容、数学教学、数学学习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一些抽象的概念、难

以观察的现象和跨越时空的事物，利用多媒体创设问题情境，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本人在多媒体运用中，对《几何画板》的应用情有独钟，下面就是本人县课件制作比赛中利用《几何画板》

创设的一个问题情境案例。 

案例 4、指数函数（第 1 课时） 

师：请大家看如下的一个细胞分裂过程。（下面利用几何画板演示细胞分裂的部分截图） 

 

师：通过细胞分裂的演示过程，某种细胞分裂时，由 1 个分裂成 2 个，2 个分裂成 4 个，……，1 个

这样的分裂 x 次后，求得到的细胞个数 y 与 x 的关系？ 

生：细胞个数 y 与 x 的关系是：y=2x。 

师：很好！函数 y=2x 就是我们下面将要学习的指数函数…… 



其实本节课接下来不断利用几何画板通过动画过程展开探讨指数函数的图像，性质等相关知识。采用

富有真实感和表现力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来创设问题情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使抽象、

枯燥的数学概念变得直观、形象，使学生从害怕、厌恶数学变成对数学喜爱并乐意学数学……起到意想不

到的教学效果。 

有效性教学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创设高效的问题情境应该是新授课的主题。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

新授课的问题情境的创设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根据知识形成过程，设置问题悬念、质疑或认知冲突等方

法创设各种各样的问题情境。在教学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恰当的方法，或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

问题情境的创设是新授课的先导，设计有效的问题情境，是提高高中数学关键环节，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总之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一定要做到“目中有人，心中有情，课中有境”，努力去激活学生认知起点，提高

课堂教学实效，帮助学生快乐、轻松、高效的学习是我们教师最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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