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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

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高中数学教学中，为了更好

地落实新课程理念，我们必须不断探索多样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我根据多年的教

育教学实践，发现互动启研式教学法有助于高中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

互动启研法的提出

传统数学教学论着眼于“教”，教有百法，核心无非“启发"。现代数学教学

论则突出“学”，学法千种，万变不离“研究”。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既要继承传

统，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启发’’上下功夫，又要与时俱进，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在“研究”上做文章。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指出：“数学知识既不是教

出来的，也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这里的“研究”包括一切思考、商

讨、探索、钻研活动。因而，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启发”的目标指向应该

是学生的“研究”。

由于高中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思维能力，因此在高中数学的教学中，教师的

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课堂组织和适时启发，而学生的主体作用则突出体现为主动

思考，积极研究，即高中数学课堂主要是一个教师“启”、学生“研”的过程，称

为“启研”。教学活动是师生之间心灵上的一种交往和沟通，是一个教与学互相作

用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启研”需要在“互动’’的状态下开展实施。由此，我

们提出了高中数学互动启研教学法。

互动启研法的内涵

高中数学“互动启研教学法’’以数学教学促进学生生命成长为着眼点，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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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沟通、互动、启发、研究为特点，旨在

构建新型的数学课堂。“互动式”教学把教学活动看作是师生间一种生命与生命的

交往和沟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教与学统一的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通过优化“教学互动”的方式，即通过调节师生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形

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习个体与教学中介互动的教学方法。“启研法”

指学生在教师“启”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主动获取知识的一种教学方

法。所谓“启”是指教师激发学生思维和引导学生思维，“研”包括学生一切主动

积极的进行思维、创造等意义建构活动。

“互动启研式教学法”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交流、沟通，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学习个体与教学中介互动，通过不断地创设情境，不断地生成问题，

启发诱导学生置身于对新知识的探索和研究之中，积极主动地进行再发现、再创

造的思维活动，从而达到既获得知识又培养能力的目标。这里所说的探索研究，

不一定总是让学生采取讨论的方式进行，而是指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与教师形

成思维共振，随着问题的层层深入，不断地探索知识和培养能力。简单地说，互

动启研式教学法的核心就是：“师启生研，互动生成”。

三、有效实施互动启研法的条件

有效地运用高中数学互动启研教学法需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和教师等方

面进行精心设计并创造一定的条件。

(一)教学内容

互动启研教学法对教学内容的有如下方面的要求：一是教学内容对发展学生

的思维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蕴含着深刻的数学思想方法。二是教学内容与学生

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便于架设新旧知识之间的桥梁。三是教学

内容具有适度的挑战性。过于简单，无法引发研究兴趣，超越学生思维能力，研

究很难取得成效。

(二)教学氛围

教学活动是师生、生生之间的多边活动，课堂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教

学“场”。互动启研教学法的有效运用需要一定的教学氛围和环境，两种教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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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该方法，一是友好支持型的“场”。友好支持型教学“场”，需要关注民主

平等课堂氛围的营造，不断优化教学的人文和物质环境，为师生的教学互动提供

便利的物质、心理和情感条件。二是良性互动型教学“场”。在这种场中，教师和

学生共同建立一种课堂文化，每个学生都敢于展现真实的思维，愿意表达真切的

情感体验，大胆实施自己的学习策略，生生间、师生间产生更广泛更深刻的互动。

(三)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教学方法的运用者，所以教师的观念

和行为直接影响教学方法运用的效果。启研互动教学法对教师有如下要求：一是

树立新型师生观，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建立相互信任、民主平等

的师生关系，以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新角色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的整

体发展。二是真正理解学生，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真正了解学生的未

知、未能和未有，了解学生的认知程度、接受能力、学习动机及兴趣爱好等，才

能有效“启发”。三是善抓“启发”时机，能够于教学的关键点、疑难点、衔接点、

含蓄点处启发，于思维受局限时、疑惑不解时、有新发现时、跃跃欲试时启发。

四是恰用“启发”方法，适时“进退散敛”。华罗庚曾说过，复杂的问题要善于“退”，

足够的“退”，退到最原始而不失去重要性的地方，是学好数学的一个诀窍。在达

成基本目标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多想一步，养成“进”一步思考问题

的习惯和不断探究的精神。“散”就是要善于引导学生“同中求异”，“正向求反”，

“多向辐射”，培养创造性思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发散思维(又叫求异思维、

逆向思维、多向思维)。“敛"就是要注意引导学生透过表象发现本质，从纷繁的

思路中发现共性，培养收敛思维(也称聚合思维或集束思维)，训练学生在已有的

众多信息中寻找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能力。

四、互动启研法的流程

互动启研法的实施过程因课型不同而有所变化，此处仅简要介绍数学概念课

和测验讲评课教学的互动启研法的流程。

(一)数学概念课

1．概念是反映客观对象的一般的、本质的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是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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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普通的形式，是数学内容的基本点，是逻辑导出定理、公式、性质、法则的

出发点，是建立学生认知结构的着眼点。数学概念具有抽象性、多元性、层次性、

发展性等特点。概念的学习是数学学习的核心，概念课的教学是教师落实基础的

关键，是学生打好基础的首要环节。概念课一般有五个教学环节：第一是情景导

入。教师提供适量的与概念紧密相关的“直观性”材料，为学习创设一种适宜的

研究情境，引导学生体验感知概念，激发学习兴趣。第二是问题生成。教师启发

引导，师生互动生成指向明确的问题，为进一步理解概念的内涵定向。第三是互

动探究。组织学生展示交流，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表述、补充、修正，使模糊

的认识清晰起来，语言精确起来。第四是提炼深化。引导学生进一步辨析、思考、

感悟概念，使所有学生都能在思索中结合自身的经验自主地构建、扩充知识体系。

第五是运用巩固。适量的课堂训练，教师的随堂点拨，使学生通过运用，在解决

问题中及时巩固所学概念。

我总结数学概念课教学的流程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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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试讲评课

测验后及时讲评，使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知识能力情况，纠正错误、弥补缺陷、

激发求知欲，完善知识系统和思维系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

的测验讲评课应具有及时性、启发性、典型性、层次性、交互性、激励性等特点。

测验讲评课一般有五个教学环节：第一是合作纠错。将本次考试测验的试卷及答

案发给学生，通过他们独立思考及合作交流，对于初步解决一般性的错误。第二

是问题生成。在交流中，教师参与并做好统计，将典型问题、疑难问题提出来作

为讲评重点。第三是互动探究。主要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理论与知识的欠缺处、

答题的思路、解题的方法等。第四是归纳反思。综合学生出错的原因，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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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理性高度来认识自己的不足，认识规律性的获取知识、提高能力的方法。

第五是补偿训练。设计矫正练习题目，让学生将所获取的新知识、新方法、新观

点运用于解题实践，以巩固学习效果。

我总结数学测验讲评课教学的流程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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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传承与发展始终是数学教学改革的

主要特征。高中数学互动启研式教学法是在传统的启发式教学的基础上，吸收现

代教育思想，将教师启发的目标指向学生的研究。我们把学生的数学学习视为生

命成长精彩历程中的重要乐章，因此，生命交流，互动生成是教学改革的主要方

向。我们的教学实践证明，以“师启生研，互动生成’’为核心的互动启研式教学

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是行之有效的。仅以此文抛砖，期待志同者共同做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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