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问题设计  提升复习实效
———以苏科版“数 、式的概念及其运算”复习为例 *

刘德水  （江苏省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２１５１５１）

  复习课是初中数学教学中一个重要的课型 ，而

复习课的问题设计是决定复习实效的重要环节 ．问

题是数学的心脏 ，复习课中的问题是引领学生走向

知识海洋的纽带 ，通过一个个“问题串”促发学生的

数学思考 ，启迪学生的思维［１］
．数学课堂教学本质是

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过程 ，复习课是在问题

的引领下 ，学生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 ，教师引导点拨

学生探索问题 、解决问题 ，师生 、生生互动形成知识

网络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问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 ．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问题就没有教学 ，没有有

效的问题就没有有效的复习实效 ．因此 ，一节数学复

习课优劣的基本要素就是问题的设计 ，即“好的问

题”是“好的复习课教学”的基础 ．好问题能积极引

发学生的数学思考 ，有利于落实基础知识 、基本技

能 、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的学习 ，使学生在发现

和提出问题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所发展 ，帮

助学生完善知识体系 ．

近期 ，笔者在苏州市初三一轮复习研讨活动上

开设了一节“数 、式的概念及其运算”复习研讨课 ，

现将这节课的教学分析 、教学过程和教学思考整理

成文 ，与同行交流 ．

1  教学分析
1 ．1  教材分析

从数学教学内容维度来看 ，数与式不仅是方程

（组） 、不等式（组） 、函数等知识表达和运算的基础 ，

而且也是许多图形问题中有关数量表达与计算的基

础 ．数的运算是式的基础 ，式的运算是数的扩展 ．从

数学思想方法维度来看 ，数与式所蕴含的思想方法

如转化思想 、分类讨论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 、类比思

想等对方程 、不等式 、函数的研究以及几何图形 、概

率等内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与式内容中所渗

透的数感和符号感也是理解方程和函数意义的本质

及进行相关运用的基础 ．

1 ．2  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对苏科版“数与式”的整体复习 ．学生

已经了解了数与式的概念 ，能熟练地进行数式运算 ，

但是对数与式之间的横向联系 、纵向关联还不够明

晰 ，有必要对“数与式” 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明

确 ．授课班级的学生基础良好 ，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奠定

了基础 ．

1 ．3  教学目标
能在提供的学习素材中提出问题 ；经历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感受类

比 、转化 、特殊与一般等数学思想方法 ，熟练掌握数 、

式的有关运算 ．

2  教学过程
2 ．1  实数与实数
问题 1  写出 ４个数 ，并用这 ４个数编一道同级

运算题 ．请分享你是如何运算的 ．

生 ：２ ０２１ ＋ １ ＋ ２ ＋ ３ ，－ １ － ２ － ３ － ４ ，
１

２
×

－
１

３
×
２ ０１９

２ ０２０
× ０ ，８ ÷ ４ ÷ ２ ÷ π

０
．

设计意图  呈现开放性问题 ，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 ，有利于学生自由发挥 ，主动回顾旧知 ，提取计算

经验和唤醒记忆 ．可以恰当引导学生将书写的实数

进行分类 ，将实数的分类结构图一起勾勒出来 ，为本

节课后续“式”的逻辑关系的呈现与确立奠定基础 ．

问题 2  利用下列数算 ２４点 ：| － ３ | ， １

３

－１

，

（ ３ ）
２
， ３６ ．

生 ：这 ４个数分别是整数 ３ ，３ ，３ ，６ ，可以算 ２４点

的式子有 ：

（１）３ ＋ ３ ＋ ３ × ６ ＝ ２４ ；

（２）（３ ＋ ３） × ３ ＋ ６ ＝ ２４ ；

（３）（３ ÷ ３ ＋ ３） × ６ ＝ ２４ ；

（４）３ × （３ ＋ ６） － ３ ＝ ２４ ；

（５）３
３

－ （６ － ３） ＝ ２４ ；

（６）
６

３

３

× ３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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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数” ，将基础计

算技能渗透到问题解决过程中 ．学生用运算符号可

以把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 ，实数的四则混合

运算实质就是表达了数与数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设

计意在通过一个小问题尽可能地融入更多的计算元

素 ，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复习效益最大化 ．

2 ．2  整式与整式

问题 3  （１）写出几个只含有字母 x 的单项式 ．

（２）写出几个只含有字母 x 的多项式（一次或

者二次多项式） ．

（３）写出几个只含有字母 x ，y 的多项式（一次

或者二次多项式） ．

问题4  请在整式 x ＋ ３ ，２ x ＋ ６ ，x － ３ ，２ x中选
取两个进行运算 ，使结果为最简整式 ．

设计意图  本环节设计的这两个自编问题 ，体

现了“用字母表示数”由数到整式的发展过程 ．整式

的加减实质就是合并“同类项” ，整式的乘法是乘法

分配律的应用 ，各种不同整式及整式之间的运算 ，体

现学生的多角度的思维 ，将数与数的关系自然过渡

到整式与整式的关系 ，使学生体会转化思想 、从一般

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 ，不断改进和优化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提高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的

能力 ．

2 ．3  分式与分式

问题5  请在整式 x ＋ ３ ，２ x ＋ ６ ，x － ３ ，x ２

＋ ６ x
＋ ９中选取两个组成分式 ，并将你组成的分式与同伴

组成的分式进行运算 ，运算结果最好为分式 ．

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后作答如下（选取一例） ：

２x ＋ ６

x２

＋ ６x ＋ ９
÷

x － ３

x ＋ ３
－
x ＋ ３

x － ３
＝

２（x ＋ ３）

（x ＋ ３）
２ ÷

（x － ３）
２

－ （x ＋ ３）
２

（x ＋ ３）（x － ３）
＝

２

x ＋ ３
×
（x ＋ ３）（x － ３）

－ １２x ＝
３ － x
６ x ．

师 ：（追问）再取一个你喜欢的 x 值 ，算出代数

式的结果 ．

生 ：取不是 ０ ，３或者 － ３的实数代入求值 ．

设计意图  呈现一道开放式的分式化简题 ，在

小组活动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

学中要注重结构分析 ，强调运算顺序 ．该问题的设计

包含了分式的加减 、乘除以及整式的因式分解 ；取值

时 ，还考查了分式的有无意义问题 ．类比整式的概念

及其运算 ，唤醒分式的概念及其运算 ，式的系列扩展

添加了新成员“分式” ．

2 ．4  根式与根式

问题 6  形如 x （x ≥ ０）是二次根式 ，x 取两
个适当的整数值 ，并将这两个二次根式进行运算 ．

生 ：（１）若 x取２和８ ，可将两个根式进行加减乘除

的运算 ，运算过程和结果如下 ：２ ＋ ８ ＝ ２ ＋ ２ ２ ＝

３ ２ ，或 ２ － ８ ＝ ２ － ２ ２ ＝ － ２ ， ２ × ８ ＝

２ × ８ ＝ １６ ＝ ４ ，或
２

８
＝

２

８
＝

１

４
＝

１

２
．

（２）若 x 取 ３和 ６ ，则可进行两个二次根式的乘

除运算（此处省略） ．

（３）也可取较为复杂的数或式进行运算（此处

省略） ．

设计意图  类比整式的概念及其运算 ．式的系

列扩展又增加成员“根式” ．

2 ．5  数与式
问题 7  请直接写出下列式子的运算结果 ：

（１）（ ３ ）
２

＋ | － ６ | ；（２）３x ＋ ６x ；（３）
３

x ＋
６

x ；（４）３ x ＋

６ x ．观察这些运算题 ，你有什么发现 ？

生 ：运算结果分别为 ９ ，９ x ，
９

x ，９ x ．

设计意图  形式上进行数 、整式 、分式 、根式之

间的加法 ，如何运算 ？就是确认此类型的运算单位

“１” ，它们的单位依次分别是 １ ，x ，
１

x ， x ，如果把

１ ，x ，
１

x ， x 这样的基本单位看成是 a ，则这类计算

题实质就是计算 ３a ＋ ６a ．当然 ３和 ６可以分别用字

母 m ，n替换 ，进而看成是关于含有字母 a的同类项
合并 ，即 ma ＋ na ＝ （m ＋ n）a ．基于这样的问题设计 ，

让学生重新认识单位“１” ．运算单位的确定对于解决

一类问题有事半功倍的教学效益 ．

3  教学思考
好的问题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载体 ，是提

高复习课实效的关键 ．一节复习课的实效如何关键

在于问题的设计 ，好问题是一堂好复习课的必备条

件 ．数学复习课如何优化问题设计 ？笔者认为好的

问题设计要有指向性 、开放性 、传承性 、挑战性和生

长性 ．

3 ．1  问题设计要有指向性
复习课的问题设计要具有指向性 ，要能贴近学

生的“最近发展区” ，在知识的重难点处 、学生困惑处

设计问题 ，能启发学生思维 ，丰富学生想象 ，提高其

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问题 ５的要求是用现有

两个整式组成分式并与其他分式进行运算（结果最

好也为分式） ，显然此类问题创设能开启学生的思维

的闸门 ，引发学生的思考 ，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 ，在

交流解决中使学生逐渐释疑 ，将数学思维一步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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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入 ．

3 ．2  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

复习课要注重设计具有开放性的问题 ，因为开

放性问题更能还原数学知识的本来面貌 ，而且对学

生思维的发展和提升有更大的帮助［２］
．开放性问题

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的意识与探索的精神 ，有

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能保障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 ，有利于全体学生的主动参与 ，有利于实现

教学的民主性和合作性 ，有利于学生树立信心 、产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及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多层次 、多角度地进行探索 ，从而

做出不同层次的解答 ．本节课开放性的问题驱动设

计比较多 ，如利用 ４个实数编写同级运算题 、分式的

组成及分式的混合运算 、根式下被开方数的取值并

计算等 ，均对不同角度思考的学生给予了不同层次

的认知发展 ．问题设计要体现《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２０１１年版）》的培养目标 ，即要面向全体学生 ，适

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使得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

数学教育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３］
．

3 ．3  问题设计要有传承性

复习课中 ，分析问题并探究解决方法是学生吸

收知识 ，提高思维能力 ，形成有效教学的前提 ．问题

应存在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应使教学活动自始至终

围绕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展开 ．复习课问题在数

学课堂上可采用小步走 、渐进式 、问题串的模式 ．问

题设计也是多渠道的 ，可以是教师设计的问题 ，也可

以是学生提出的问题 ，或者教材提供的问题 ，或与学

生成长中匹配的最近发展区里的身边的数学情境问

题 ．比如问题 ７中实数 、整式 、分式 、根式等和的运算

问题 ，就是传承了实数的运算 ，同单位的加法问题 ，

只要认清本质“单位 １”是谁 ，问题就迎刃而解 ．本课

例围绕从数到式的扩展及其之间关系展开 ，关系中

有传承 ，传承中有发展 ．

3 ．4  问题设计要有挑战性

复习课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总结和提升 ，因此要

设计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学生面对挑战时 ，积极 、勇

敢 、自信的正面情绪一旦得到激发与保持 ，其思想火

花将会更加精彩［４］
．在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有一条基

本理念 ：“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 、有意

义的 、富有挑战性的 ．”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 ，学会

真正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不断改造扩展的过程 ，

而认知结构的改造与扩展必须通过学生亲自与外部

情境产生交互作用 ，发生思维活动 ，由此建立起自己

对内容 、意义的理解 ．挑战性问题的实质在于激起学

生强烈的思维活动 ，通过思维活动促进外部知识与

内部认知结构之间产生实质性的互动 ，从而促进认

知结构的不断发展 ．本节课中数与式的结构进一步

重新认识与确立 ，凡是数的问题解决 ，后面总有匹配

的式的问题相对应 ；数的问题解决了 ，可以用解决

“数”的问题方式尝试解决“式”的各类问题 ，从数到

式的不断扩展与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明晰的过程 ，

就是一个不断挑战问题的过程 ．

3 ．5  问题设计要有生长性
复习课教学的最终结果不应仅仅是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 ，还应是在初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产生新

的问题 ，与解决新的问题的周期性的循环生长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丰富了自己的认知 ，掌握了某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发展了某些方面

的能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解决问题中 ，

不断设计或出现了为解决问题而出现的辅助问题 ，

而这些辅助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或核心问题 ，

这样就形成了解决问题的问题链 ，由此逐步让学生

掌握数学问题的基本思路 、基本方法 、基本思想 ，逐

渐养成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习惯 ，形成解决数学问

题的能力 ．本课例始终有一条驱动线索一直贯穿其

中 ，即“加减乘除”的系列运算 ，而参与运算的素材

是不同类型的数和不同类型的式 ．在问题设计中 ，不

断尝试体现类比 、一般到特殊 、特殊到一般 、转化等

数学思想 ，发展学生观察 、归纳 、类比 、概括等能力 ，

将多个问题变成一个问题 ，将多个类型变成一个类

型 ，帮助学生掌握通性通法 ，从而提升复习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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