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总第 ４２期

２４　　　

【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基于问题链的数学微专题设计

———以 “两边夹” 解题策略微专题为例

吕增锋

（浙江省象山县第二中学， 浙江宁波　 ３１５７３１）

【摘　 要】 在数学微专题中融入问题链教学的理念， 通过对 “认知冲突链” “思维导向链” “内化

提升链” “拓展深入链” 的有序设计， 进而推动传统课堂的转型， 促使学生的学习从 “想学” 到 “学

会” “会学” “乐学” 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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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微专题教学一般运用于高三复习课， 虽

然与传统的大专题教学相比， 微专题教学具有

“因微而准、 因微而细、 因微而深” 的优点， 但

从本质层面分析， 微专题其实就是传统习题集或

复习材料的 “浓缩版” 或 “精华版”。 微专题教

学还是依赖于 “教师讲， 学生练” 的陈旧形式，
它无法从根本上促使传统课堂的转型与学生学习

方式的转变。
引入 “问题链” 可以有效弥补微专题的不

足。 一方面， 问题链为学生提供了数学学习的框

架， 使学生能够通过问题链获得较高水平的数学

知识； 另一方面， 问题链中问题间的跨度又为学

生的高水平思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１］。 在数学微

专题设计中， 如果能够把问题链有机地融入其中，
学生就可以通过问题链驱动学习的进程， 实现数

学知识的自主探究与思维的自主建构。 下面以

“两边夹” 解题策略微专题为例， 浅谈基于问题

链的数学微专题设计。

一、 设计 “认知冲突链”， 让学生想学

数学微专题教学不仅能巩固和强化学生已有

的解题经验， 而且还能让学生获得新的解题技巧，
优化解题思维。 但由于高三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

一套 “行之有效” 的解题策略， 如何让已经深受

思维定式影响的学生愿意学习并接受新的解题方

法是数学微专题设计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

以通过制造 “认知冲突” 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 人都有解决认知冲突的本能， 学生一旦发现

那些 “行之有效” 的方法不好用或不能用时， 就

会促使他们去寻求新的解题方法。
“认知冲突链” 的设计可以按照 “回忆—尝

试—评价—激发” 的逻辑主线展开。 在学生面对

相对陌生的问题时，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回忆问题

的类别， 引导学生从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寻找解题

方法， 借助已有的解题经验去尝试解题， 再对解

题过程进行评价， 分析原有方法存在的不足， 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