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方法 

带着几分新奇和自信的笑容，新生进入初中数学课堂。然而，有50%的学生认为，"数学学科

最难学".通过调查了解，数学教学普遍存在的疑惑就是"我们该如何学好数学？"为什么教学

观念在更新，课本在改革，教学方法在改变，而我们的孩子却依然沉浸在数学学习的漩涡中

呢？通过一些听课研究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中仍然存在着"教"轻"学"的教学模式。数学教学

改革偏重于对教的研究，但是对于学生是如何学的，学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往往较少问津。 

  一、数学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前苏联教学论专家巴班斯基曾指出的："教学方法是由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运用的协调

一致的效果决定的。"从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来看，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积极主动

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新世纪，人们将面临知识不断更新，学

习成为贯穿人的一生的事情，一方面不仅要关注学生素质发展的全面完善以及个性的健康和

谐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到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愿意学习，学会学

习，掌握学习的方法、技能，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 

    二、数学学习的常用方法 

 

    1.预习的方法。 

 

        （1）粗读，先粗略浏览教材的有关内容，掌握本节知识的概貌。 

 

        （2）细读，对重要概念、公式、法则、定理反复阅读、体会、思考，注意知识的

形成过程，前后联系对难以理解的概念作出记号，以便带着疑问去听课。听老师讲解知识的

前后联系，重点问题如何思考解决。方法上可采用随课预习或单元预习。实践证明，养成良

好的预习习惯，能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逐渐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2.听课的方法。 

 

      在听课方法的指导方面要处理好“听”、“思”、“记”的关系。 

 

      “听”是直接用感官接受知识，应指导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注意： 

 

        （1）听每节课的学习要求； 

 

        （2）听知识引入及知识形成过程； 

 

        （3）听懂重点、难点剖析（尤其是预习中的疑点）； 

 

        （4）听例题解法的思路和数学思想方法的体现； 

 

        （5）听好课后小结 

 



      “思”是指学生思维。 

 

        （1）多思、勤思，随听随思； 

 

        （2）深思，即追根溯源地思考，善于大胆提出问题； 

 

        （3）善思，由听和观察去联想、猜想、归纳； 

 

        （4）树立批判意识，学会反思。可以说“听”是“思”的关键，“思”是“听”

的深化，是学习方法的核心和本质的内容，会思维才会学习。 

 

     “记”是指学生课堂笔记。 

 

        （1）记笔记服从听讲，要掌握记录时机； 

 

        （2）记要点、记疑问、记解题思路，简要分析和方法； 

 

        （3）记小结、记课后思考题。使学生明确“记”是为“听”和“思”服务的。 

 

      掌握好这三者的关系，就能使课堂这一数学学习主要环节达到较完美的境界。 

 

    3.课后复习巩固及完成作业的方法，在复习巩固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如何将文字语言转化为符号语言； 

 

      （2）如何将推理思考过程用文字书写表达； 

 

      （3）正确地由条件画出图形，以培养数形结合的思想。 

 

    4.小结或总结的方法，这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看：看书、看笔记、看习题，通过看，回忆、熟悉所学内容； 

 

      二列：列出相关的知识点，标出重点、难点，列出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写

出总结要点； 

 

      三做：在此基础上有目的、有重点、有选择地解一 些各种档次、 类型的习题，通过

解题再反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归纳出体现所学知识的各种题型及解题方法。应该

说学会总结是数学学习的较高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