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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数学课堂导入语

◎ 袁小清/上海市徐汇中学 上海 200030

  摘要:新课导入是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情境引入

好比一幕戏的开篇,新颖的课堂引入会让学生“未见其内容,先

闻其韵味”,第一锤就应敲在学生的心灵上,像磁石一样把学生

牢牢地吸引住,迅速触发学生的好奇心。情境引入不能流于形

式,要精心设计,除了做到吸睛外,还要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激

发学生主动关注学习内容。情境引入的重要性在于吸引、感召、
激发、启迪学生心智,引导学生走向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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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新知识学习的欲望,参与教学

的程度及学习的效果与教师的导语有很大关系。一堂成功的数

学课,犹如一座有价值的知识宝库,教师如何开启宝库,带领学

生在课堂中体会数学的意蕴美,经历峰回路转的环节,引人入胜

后,完成启迪学生心智的教学任务呢? 成功的导语设计,无疑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上课伊始,先声夺人,石破天惊,整
节课也因此高崖泻水,汹涌澎湃,让学生一听倾心。

1 演讲型

教师精心设计演讲词,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丰富渊博的知识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例如我

给高一新生上第一堂课时,设计这样的演讲词:“同学们,从初中

升入高中,是你们人生道路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你们成熟、成
才的新起点,而数学就是发展你们思维、开发你们智力的一门重

要学科。虽然,你们已学了九年数学,但对数学的认识和了解仍

很肤浅、模糊,其实,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
地球之变、生物之迷、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曾经,柏拉图学

园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所以同学们一

定要好好学习数学这门学科”。

2 故事型

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参与数

学。如在讲向量时,先给学生讲一个猫抓老鼠的故事:一只老鼠

以1米/秒的速度沿着西北方向逃跑,若一只猫从同一起点以5
米/秒的速度沿着东北方向去追,问猫能否追上老鼠? “南辕北

辙”显然不达目的。从而引出向量的概念。通过这个故事,刺激

学生的思维尽快进入角色,把冰冷的知识带进了火热的思考中。

3 悬念型

悬念在心理学上是指学生对所学对象感到困惑不解而产生

的急切等待的心理状态。导语中有意创设疑问、设置悬念,可以

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刺激思维,丰富想象,使学生处在心求通、口
欲言的“愤”“悱”之中,所以设计精妙的导语,蕴涵着丰富的悬

念,可培养学生追根究底的习惯。如:讲无穷递缩等比数列的所

有各项的和时,教师以一道古代题为先导:一尺之锤,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即一根竿长1米,折半后
1
2

米,再折半后
1
4

米,如此无

限下去,把每次得到的所有竿长相加,即1+
1
2+

1
4+

……,请

问总和是多少,顿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都用好奇的目光注视

着老师,似乎在问:这个无限的问题,如何用有限的生命去解

决呢?

4 实验型

人生来就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总是不断地提出为什么,思考

这些为什么,解决这些为什么,这就是人对学习的潜能。数学实

验向学生展现了许多真实、形象、生动的事实,他们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会产生极大的兴趣来探究未知的结果,从而产生需要学

习的欲望。实验教学不仅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能更

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还可通过动脑动手等活动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课前做几个小实验把学生引入探索知识的

海洋。如在讲立体几何序言课时,请同学们用六根长度相等的

火柴搭成正三角形,试试看,最多搭成几个正三角形,有的学生

在桌面上摆成两个正三角形,余下一根火柴。有的在桌面上搭

成塔形,塔底为三角形,出现四个正三角形。学生兴趣很浓,积
极探索摆法,最后都探索到:在空间可搭成四个正三角形。由

此,同学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只在平面内研究是很不够的,还需

要在空间这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内研究,这就是我们将要学习的

“立体几何”

5 过渡型

有些课与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教师讲课时,根据

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复习前课知识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知识,起到循序渐进,逐步升华的目的。
在讲“二倍角的三角公式时,先叫同学回忆上节课讲的两角

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一边板书:sin(α+β)=sinαcosβ
+cosαsinβ(余弦及正切此处略),在这些式子中令α=β 即可得

二倍角的三角公式,从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公式自然而然地过渡

到二倍角的公式。
上述只是数学课的几种导语,实际上教学内容一课一样,学

生情况一班一样,社会发展一天一个样,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课堂导语也应随机应变,但不论采取什么方

法导入新课都要注意导语要精,不能过长,导语要巧,有趣味性。
情境渲染以“导”激“情”,而知识启迪以“导”启“思”,才能激发学

生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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