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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

事业的要求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初中数

学作为初中课程中最 为 重 要 的 一 门课

程，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便是

帮助学生打好学习基础、培养学习习惯

以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导学互

动”的教学方式则是一种通过问题的导

入，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生、师生互助的

教学方法，能够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中收

获到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能力。本文着重对初中数学教学中“导

学互动”教学模式的应用策略展开了深

入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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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作为初中教学中的一门重
要课程，其能够有效为学生打好学习基
础、培训学生的数学兴趣，同时还能够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 惯。而 传 统 的
“一刀切”式教育模式在现阶段的初中数
学教学中存在许多弊端，对于优秀的学
生来说这样的教学内容缺乏挑战性，而
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又过于困难，

久而久之容易让学生对数学产生厌倦心
理。因此，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自主学生能力。
1“导学互动”教学模式的内涵
“导学 互 动”主 要 是 指 以“导 学 结

合”与“互动探究”为特点的一种教学方
式，是一种以学生为课堂中心的教学方
式。在教学的过程中，“导学互动”主要
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为自学导纲; 是指教
师根据教学的内容与教材上的知识，创
立一个问题场景，并将问题场景引入到
课堂教学当中，让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已
经编写好的导学提纲; 第二为合作互动;

即让学生通过小组或师生互动的方式，

解决教师所创立的情景问题，在这一过
程中，教师需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引导
学生进行自主思考，配合学生来解决问
题［1］; 第三为导学归纳; 教师需要对学生
在解决问题中的表现进行总结与归纳，

针对其中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并对
难点与重点进行着重讲解; 第四为反馈
训练; 针对本次课堂的教学内容布置相
应的课后训练任务，帮助学生巩固课堂
中所学 到 的 知 识，促 进 学 生 的 进 一 步
提高。

2 初中数学教学中“导学互动”的具体实

施策略
2． 1 问题的导入

问题的导入是“导学互动”教学模式
中的核心内容，通过情景问题的设立，能
够有效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向，使学生能
够主动进行思考与学生，从而体验自主
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因 此，在 设 计 问 题
时，教师需要保证问题的质量，问题需要
具有吸引力、创造力，同时不能脱离课堂
的教学内容［2］。例如，在讲述《全等三角
形》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首先在网络上
收集生活中全等三角形的图片，如金字
塔; 随后使用多媒体工具向学生展示这
些图片，同时询问学生“金字塔的一面属
于什么三角形?”等问题; 通过生活中的
图片与多媒体的方式，能够有效抓住学
生的兴趣点，从而改善课堂中的气氛，使
学生能够融入到情景问题当中，以此来
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
2． 2 提高师生与生生之间的互动性

在采用“导学互动”的教学方式中，

教师可以分层教学的方式，使每一位学
生都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提高。首先，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成
绩，将其分为 A、B、C 三组; A 组为数学基
础较好，自学能力较强的学生。对于此
类学生，教师需要着重培养 A 组学生的
个人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指导学生
去钻研一些较难的数学问题，提高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B 组位学习能力稍低
于 A 组，但有着一定的数学基础的学生。
教师需要适当增加 B 组学生的数学课外
练习量，提高学生对于数学理论知识的
掌握程度，并使其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
为解决问题的能力。C 组则为数学基础
较差，学习能力较弱的教学，教师对于 C
组的学生需要重点关注，按部就班的打
好学生的数学基础; 通过分层教学的方
式，能够使教师参与到每组学生的学习
当中，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
进行合理的竞争与互相学习。
2． 3 改变传统的评价模式

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传统的评价
模式往往只是按照学校的学习成绩，来
对学生的好坏进行判定。由于初中生的
自主学习的意识较差，若是成绩无法得
到提高，则很容易导致学生丧失学习的
兴趣与信心。因此，教师需要改变以往

的评价体系，不应当只注重于学生的数
学成绩，更加需要注重学生的提高综合
能力［3］。对于不同层级的学生来说，教
师应当在各个层级内对学生的成绩进行
比较，在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时，教师需
要对其加以鼓励，而当学生的成绩有所
下降时，教师也需要根据学生所存在的
实际问题，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帮助，

以此 来 提 高 学 生 对 于 数 学 学 习 的 积
极性。
3 结 语

综上所 述，在 初 中 数 学 的 教 学 中。
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导
学互动”的教学方式，通过问题的引入、
分层的设计以及改变评价模式等方式，

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每
一位学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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