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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反思能力的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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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对新时期教育教学活动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初中数学对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初中数学课堂环节教师不能忽视对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也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水平的具体体现。初中数学

教师要打破原有的教学思维禁锢，创设更加多元的学习情境，提升学生反思能力。本文主要针对初中数学课堂培养学

生反思能力展开探究，旨在提升数学课堂教学质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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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re are stricter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Teachers in the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cannot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reflective ability, which is also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enhanc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level.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inking, create more diverse learning contexts, and enhance 

students’ reflective abilities.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reflective abili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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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期是学生成长发育的关键，在此阶段，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心理素质和身体机能等方面快速发展，初中生的优秀品格也在努

力塑造。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围绕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实践操作技能等方面展开针对性教学活动，旨在将学生培育成符合新时期发

展的复合型人才。初中数学课堂培育学生反思能力是教师设置的重点，只有划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反思教学活动，学生方可深化所学知识

和技能、巩固所学内容，进而产生更加全面的认知，有助于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水平。

一、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反思能力的重要意义

（一）强化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知

初中时期的数学素材更具理论性特征，并且教材内容对概念

的阐释有一定的抽象性，导致很多学生不能正确理解所学内容，

对于课堂学习的知识无法应用于生活实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

能忽视对学生反思能力的培育，从深层次、多维度引导学生探析

数学问题，串联课堂所学知识点，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学科知

识的理解，同时也能夯实学生学习根基 [1-2]。

（二）提升学生学习成效

初中数学课堂培育学生反思能力，可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育人

成效。简而言之，引导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课堂讨论，并就所学

内容进行反思，在学生原有的知识建构中探寻更加科学的解决办

法，帮助学生积累学习经验，增强学科学习效果，便于学生拓展

个人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环节，部分教师尚

未意识到反思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中采用僵化的模式，不能让

学生运用所学内容解决实际问题 [3-4]。对此，数学课堂指引学生养

成反思意识，能够使其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选用更加有效的

方法提升学习成效。

（三）着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新课标改革的应用落实，学校应设定科学的育人目标，着重

培育学生的学科素养，同时夯实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际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加强这一活动的培育，让学生拥有充足思考

的空间，帮助其反刍学习行为的同时，提升学生凝练总结的能

力，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可对学生创新能力

提升起到加强作用。针对反思能力的培育，要促进学生与学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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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学生沟通能力、探究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创新学生学习模式，深化其创新意识和能力。

二、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反思能力的基础原则

（一）激励性原则

不论是哪门学科的学习，提升学生学习自信心都是重中之

重。初中数学知识的建构有较强的抽象性特征，学习的难度大大

提升，对此，教师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应当重视培育学生的

反思能力，教师也应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包容，在学习过程中

适时鼓励，更为重视学生的反思能力，不要过于苛责学生的学习

成果，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和深度探究，进而解决数学学习环节的

问题 [5-6]。

（二）主体性原则

反思是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心理活动，这一

活动围绕学生这一主线，着重展现学生的个人意识。教师在培育

学生数学反思能力时，要践行学生主体的原则，避免在教学环节

输入过多的理论性知识，刺激学生在反思阶段的积极性，巩固学

生在教学环节的主体地位，进而促进反思活动和学生认知的融

合度。

（三）渐变性原则

反思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建设发展，

实现由易到难、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学生也可在此环节建构逻

辑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在设定教学内容时，要延续渐变性原

则，避免出现急于求成的现象，有助于夯实学生个性化特征。

（四）探究性原则

探究是反思活动的关键构成，这表明反思并非对现有知识的

凝练，而是加强学生解题的过程 [7-8]。教师针对反思活动的设定，

要满足探究性原则，积极围绕学科素材开展，为学生提供自主思

考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学生转化知识，建构更为完备的根基，

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反思能力。

三、现阶段初中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自身的缺陷

数学学科学习难度较高，但是很多教师会认为自身的专业能

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使得教师停滞不前，并没有及时更

新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很多教师存在上述心理，认为学

生的知识建构较为简单，不用自身下苦功夫，这也违背教师终身

学习的职业道德，是不正确的。

（二）教学模式单一

结合现阶段的教育形势，我国正在进行多个方面的教育改

革，但是我国数学课堂教学现状仍不容乐观 [9-10]。作为数学教

师，要遵循新时期初中数学课程标准，不能一味地传授数学知

识，要及时转化传统育人模式，从培养学生学科学习兴趣着手，

不局限于教材和考试内容，积极围绕学生这一主体开展教学活

动，有助于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但是在大多情况下，教师很难做

到这些，往往都是照本宣科，没有新意。

（三）课堂氛围紧张

大多数情况下，教师为了完成学科既定目标，提升学生数学

成绩，过于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对知识接纳的过程，

无法正确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基于此，学生在课堂中不能

跟上教师节奏，无法和教师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得不到教师的有

效指导，教师也无法获取学生的个人反馈，致使数学课堂氛围较

为沉闷。

（四）学生压力过大

初中课堂教学过程中，数学这一学科包含大量的公式和定

理，都是需要学生掌握并熟练运用的。数学概念和公式是学生学

习数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夯实学习根基，方可充分学好数学，由

此可见其重要性。目前我国的初中人教版数学课本有些内容并不

贴近生活，教师通常只注重讲解，而且初中生年纪小，容易被一

些外在环境影响注意力，导致无法认真听讲。这便导致了学生的

数学基础不扎实，同时也造成了他们的学习压力增加。

四、初中数学教学中培育学生反思能力的策略

（一）结合课堂互动指引学生反思

在进行初中数学课程教学时，数学教师把反思活动放置在整

个教学过程的首要位置，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最好地了解和把握

所学知识。同时，教师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意识和创新思

维，让他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了解所学内容，从而最好

地把握所学的知识。采用此种策略，不仅有利于为学生的反思活

动指明正确的道路，还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使学生更加积

极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从而大大增强他们的反思意识和学习成

果 [11-12]。

以苏科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下册“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教学为

例，教师应当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设定学习目标，并且进行课

堂教学交流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深入理解二元一

次方程式及其相关知识点，从而使他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这些数

学问题。采用多种形式的互动有助于活跃教学氛围，不仅能够调

动学生兴趣爱好，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二元一次方程组怎

样求解？”，并且让他们运用所学的技能去探索和实践。此外，

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实践体会，从中汲取灵感，将所

掌握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借助这个过程，学习者能够更

加深入地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各种概念和规律。

（二）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反思

在初中数学课堂上，教师应该摆脱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并

结合当前的课程大纲，采用更先进的教学技术和策略，这样才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 [13]。由于许多数学概念都是基于日常经验和观察得来的，所以

教师应该根据这些经验和观察来构建适当的反思环节，帮助他们

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所学的内容。

以苏科版初中数学九年级上册“圆”的教学为例，教学导入

环节，教师可结合教材知识点设定问题情境：“和长方形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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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这一物体的特性是什么？”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生展

示生活中常见的长方形、圆形物体，进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

忆。当学生解答完问题后，教师随即提出延伸问题：“在实际生

活中，人们怎样判定物体是否是圆形？”此时，学生会对教师提

出的内容进行深度思考，进而加深对圆概念的认知。在课堂教学

环节中，教师进行情境创设，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冲动和学习

兴趣，达到了培养学生反思意识这一教育效果。

（三）结合小组探究指引学生反思

如果说一些初中数学课堂只是教师单方面地讲授，那么这种

方式会对学生们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如果教师鼓励

他们参与到课堂的互动和讨论当中，他们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

探索和理解，从而更好地发掘和应用所学的知识。为了让学生的

反思能力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教师应该利用小组活动的形式，鼓

励他们从多个视角深入分析和理解数学知识，并且要求他们积极

地参与互相交流，围绕小组这一单位探究数学解题的办法，是学

生完成思维建构的过程，结合数学题目信息可获取解题的一般步

骤和基本思路，不仅可培养学生自主反思能力，也能提升其思考

意识 [14]。

以苏科版初中数学九年级下册“相似三角形”的教学为例，

为了拓展学生反思能力，要将班级学生划分为不同小组，为小组

设定探究任务，从多个角度探析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样，学生就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并且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首

先，教师应该帮助每个小组的学生思考他们已经掌握的解决问题

的方法。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题目，教师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时

间来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教师可以收集每个小组的解决

方案，并指出它们的局限性。通过这些练习，教师可以帮助学生

扩展他们的解决思路，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并逐步提高他们的

数学思维能力。

（四）整合多媒体平台，深化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与传统的“板书”相比，多媒体教学平台拥有显著的优势：

它不仅提供了便捷、迅捷的学习方式，而且还能够将抽象的概念

转化为更加生动、形象的表达，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深刻的认

知 [15]。另外，也能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帮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

点中隐匿的重点，诱发学生在学习时深度思考。教师也要运用网

络引掣搜集和学科知识相关的资料，有助于拓展学生反思意识和

能力。比如在学习苏科版七年级数学下册《定义与命题》这一内

容时，由于本章节的教学内容较为复杂，对于学生而言，理解和

学习难度都较大。因此，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较复杂的图形中，

提炼出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和能力点。通过使用多种工具，教师能

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所涉及的信息。例如，通过使

用工具，教师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数据处理能力。

通过训练，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批判性思维，并增强自身的自

省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反思能力，教师需要对

学生的个性化特征熟练掌握，并设定差异性学习内容，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由此应对更加多元的学习方法，进而拓展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应用不同的角

度探究问题，以更深刻的视角完成自我反思，加深学生对基础知

识理解的基础上，综合锻炼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也满足新时期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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