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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中学数学教学中的问题链设计。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问题链作为有效教学策略意义

重大。文章阐述了问题链的定义、特点，分析了其在激发学习兴趣、构建知识体系、契合认知发展等方

面的作用，探讨了设计需遵循的原则与方法。通过教学实践案例验证了问题链的有效性，但实践中存在

难以兼顾学生差异、教学节奏把控难等问题，提出了分层教学、提升教师应变能力等对策。未来应结合

教育心理学优化设计，构建最佳问题链模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探究其应用效果及与其他教学方式的

融合，为中学数学教学改革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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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sign of problem chains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roblem chains serve as a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
egy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b-
lem chains, and analyzes their roles in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construct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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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nd aligning with cognitive development, among others. It also explor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o be followed in their desig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chains is verified through prac-
tical teaching cases, yet issues such as difficulty in accommodating student differences and control-
ling teaching pace arise in practic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iered teaching and enhancing teach-
ers’ adaptability are proposed.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optimize design by integrating educa-
tional psychology, establish optimal problem chain models for different knowledge types,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capabilities,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integration with other teach-
ing methods to support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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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教育领域，“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渐成主流，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学习、思维活跃度

低、缺乏自主探索能力的问题亟待解决。新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与合作能力，而问

题链作为一种有效策略，能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通过解决系列问题构建知识体系，契合“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为达成教育目标提供了新路径。例如项目式学习和探究性学习均需借助问题链推动学生深入探

索[1]。 
数学学科具有高度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问题链可将此类复杂知识拆解为有序小问题，如从椭

圆定义的基础问题逐步深入到椭圆与其他几何图形关系的复杂问题，帮助学生搭建理解阶梯，遵循数学

逻辑结构，助力学生由浅入深掌握知识，构建完整知识框架，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当前中学数学教学中，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一，问题设置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导致学生学习一知

半解、应用能力弱。而问题链设计可以通过深厚的心理学与教育学基础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认知角

度看，它遵循“最近发展区”理论，通过阶梯式提问帮助学生搭建思维脚手架，既避免认知超载，又能持

续激发思考。情感层面，问题链创造了一种“认知–成功”的正向循环，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带来成就感，

自然提升学习动机。相比传统教学，它更符合建构主义学习观——知识不是灌输的，而是在问题引导下

主动建构的。教育实践表明，这种设计能同时培养具体知识、思维方法和元认知能力，使学习既系统又

深入。 

2. “问题链设计”基本理念 

2.1. 问题链定义 

“问题链”是一种将多个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结构。这些问题

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或目标展开，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引导思考者深入探究该主题，以达到全面理

解、解决问题或获取知识的目的[2]。 

2.2. 问题链特点 

1) 逻辑性：问题链中问题存在因果、递进、并列等逻辑关系。以“一次函数”学习为例，问题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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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为：“什么是变量？”“在具体情境中如何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一次函数表达式是什么，

与变量有何联系？”“给定一次函数表达式，如何通过改变自变量观察因变量变化规律？”此问题链从

变量基础概念入手，逐步深入到函数表达式及函数值变化规律，问题间呈递进关系，引导学生逐步理解

一次函数知识。 
2) 系统性：问题链构成完整系统，涵盖主题各方面，规避单一问题的片面性。以“三角形全等”学

习为例，问题链包括：全等图形定义、三角形全等条件、常见判定定理及适用情况、复杂图形中全等三

角形的寻找与应用、三角形全等证明在解决实际几何问题中的作用。此问题链从全等图形基础概念，到

三角形全等具体判定，再到复杂图形与实际问题解决，全面覆盖三角形全等知识主题，系统性强。 
3) 启发性：在“勾股定理”教学中，可设计问题链：先引导学生观察直角三角形边长关系，再通过

计算三边平方数值找规律，接着让学生用数学语言表述规律，之后思考如何用已学知识证明，最后探讨

勾股定理在生活中的应用。这些问题层层递进，激发学生思维，促使其主动探索勾股定理，培养逻辑思

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了问题链的启发性[3]。 

2.3. “问题链设计”在中学数学教学的作用 

中学数学知识较为抽象，传统教学易使学生感到枯燥。相较于探究式学习，问题链提供了更明确的

学习路径。探究式学习虽然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但容易陷入盲目探索的困境。而问题链通过层层递进

的问题设置，既保持了探索的趣味性，又为学生搭建了合理的思维阶梯，确保学习效率。与案例教学相

比，问题链不仅关注具体情境的分析，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一般性思维能力，使知识获得更广泛的迁移性，

如概率教学中，通过“抽奖活动中奖可能性计算”等问题链，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快速吸引学生注意力，

激发其好奇心与求知欲，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为深度学习奠定基础。 
中学数学知识体系庞大复杂，知识点关联紧密。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相比，问题链不是简单地向学

生灌输知识，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序列，引导学生一步步深入思考，使学习过程从被动接受转变为

主动建构。这种设计既保留了知识的系统性，又避免了单向传授带来的思维惰性。问题链凭借连贯性串

联分散知识，以函数教学为例，从函数基本概念到不同类型函数的相关问题，学生在解答中能把握知识

共性与差异，构建综合应用逻辑思维，形成完整函数知识框架，进而对数学知识体系有整体认识。 
学生认知发展遵循由浅入深的规律，问题链的层次性与之契合。在几何图形学习中，从基础图形的

定义和性质，到复杂图形及实际应用问题，难度逐步提升。学生基于已有知识经验解决问题，扎实掌握

数学内容。 
问题链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动态适应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时反馈调整问题难度和节奏，既能确

保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上进度，又能让能力较强的学生获得挑战。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使问题链能够

兼顾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总的来说，问题链设计将知识的系统性、思维的启发

性和教学的针对性有机融合，是一种既高效又灵活的教学策略。 

3. 中学数学课堂中问题链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3.1. “问题链”设计的整体性原则 

在数学教学中，知识常零散分布。单元教学的“问题链”设计，可将孤立知识点串联为结构化知识

体系。如三角函数单元，从锐角到任意角三角函数，再到图像与性质，学生可明晰知识脉络，构建扎实

框架，教师也能从宏观把握教学，避免碎片化。 
以单元整体思维为导向，依据目标确定核心主问题链，再按课时拆解为具体子问题链。如圆锥曲线

单元，主问题链围绕“如何通过方程研究圆锥曲线性质与特征”，各课时设对应子问题链，如“椭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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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参数对形状和位置的影响”。如此，教学环节有序统筹，教师可优化每次教学活动，保证教学紧凑、

连贯，让学生循序渐进掌握知识。 
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秉持系统性与逻辑性，助力学生构建数学知识内部逻辑关系。如数列单元，

从基本概念到通项公式与求和公式推导，逐步深入。学生在解题中锻炼认知能力，把握知识内在联系，

提升学习效果。 

3.2. “问题链”设计的梯度性原则 

人的认知遵循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高中数学概念教学的问题链设计需

兼顾学生个体差异。教师应依据学生知识基础与能力差异，设置分层问题：简单问题例如“简述函数单

调性定义”助力学困生巩固基础，中等难度问题例如“判断函数在某区间的单调性”适配中等生能力发

展，较难问题例如“确定函数单调性与参数相关的参数取值范围”激发学优生潜能，确保全员参与课堂。 
问题链构建需将教材知识转化为层次递进的问题序列，契合学生最近发展区与思维发展规律。知识

迁移时，先通过简单实例归纳一般性规律，再运用规律解决复杂问题。针对重难点及易混淆知识点，可

设置阶梯式追问：如数列通项公式教学中，先引导从简单数列归纳求法，总结一般策略后解决复杂数列

问题，在推导存疑时追问“方法依据与逻辑合理性”，推动学生思维进阶，强化知识运用能力，落实数

学核心素养培育目标。 

3.3. “问题链”设计的启发性原则 

教师要精心创设与教学内容适配的问题情境，以问题引发学生认知冲突，激活并拓展思维。思维浅

浮时，用元认知追问促其深挖知识内核；思维受阻时，抛出问题串打破阻碍。如指数函数性质教学，以

细胞分裂创设情境，引发“能否用函数精准描述分裂数量增长方式”的冲突，学生不理解底数对图像影

响时，追问“底数不同范围为何图像变化趋势不同”引导深入思考。以立体几何面面垂直证明为例，通

过问题链引导学生回顾步骤，总结从条件挖掘到定理匹配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自主思考、提问与探索

能力。 
搭建启发性问题链需贴合学生认知与经验，设计适度挑战性问题，激发学生主动钻研，引导其多元

洞察数学概念本质、把握规律内涵，梳理解题方法，提升素养。适时拓展问题链，增设高难度与综合性

问题，锻炼学生知识综合运用与思维拓展能力[4]。 

4. 基于问题链设计的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案例 

4.1. 运用“问题链”引入教学内容——以《九年级上册随机事件与概率》为例 

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问题链”引入教学内容，即教师围绕教学主题，依学生认知与知识逻辑，

设计一组关联紧密、层层递进的问题，从生活场景或已有知识出发，逐步深入抽象理论，以连贯逻辑的

方式引导学生自然进入新内容。就如在《随机事件与概率》教学时，从日常出行中公交车到达时间的不

确定性，到抽奖转盘指针停留区域的不可预测性，再到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数学层面的分类与概念界定，

形成了一条紧密相连的问题链。 
从生活实例出发，抛出一系列简单且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激发学生兴趣与好奇心。例如：“在日

常出行时，你是否遇到过公交车准点到达、提前到达或者晚点到达的情况？这属于哪种类型的事件

呢？”、“当你转动抽奖转盘时，能否提前确定指针会停在哪个区域呢？”这些问题引导学生从生活经

验出发，初步感知随机现象的存在，意识到生活中诸多事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让学生快速融入教学情

境，主动思考生活与数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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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生兴趣被点燃，将问题链过渡至数学理论层面。提出：“在数学里，如何给像公交车到达时

间、抽奖转盘结果这类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进行分类呢？”、“我们知道必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会

发生，不可能事件肯定不会发生，那么随机事件处于怎样的概念范畴呢？”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从

生活中的具体现象抽象出数学概念，从数学角度思考随机现象的本质特征，帮助学生建立起对随机事件

的初步数学认知，理解随机事件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事件。 
为进一步深化学生对随机现象的理解，设计更具深度的问题。如：“在多次掷骰子实验中，每个点

数出现的可能性看似相同，如何用数学方法来描述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呢？”、“如果进行大量重复的抛

硬币实验，正面朝上的次数与总次数的比值会呈现怎样的规律呢？”这些问题促使学生深入探究随机现

象背后的数学原理，引出频率与概率的概念，让学生明白可以通过频率来估计概率，逐步构建起对随机

现象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解随机现象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大量重复试验下又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5]。 

4.2. 运用“问题链”引导自主学习——以《高中数学必修一指数函数》为例 

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问题链”引导自主学习，即教师围绕数学知识编排逻辑紧密、层层递进的

问题组，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推动其自主探索与知识体系构建。此法能激发学习兴趣，如指数函数教学

中以纸张对折实例引发学生好奇；助力构建系统知识，学生从实例到性质、定义探究，搭建完整知识框

架；培养思维能力，在特殊到一般、现象到本质的思考中锻炼逻辑与抽象思维；增强知识应用能力，学

生通过细胞分裂等实际问题，学会知识迁移，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以致用，全面提升数学

素养。 
在课程起始阶段，为激发学生兴趣，联系生活实际抛出问题：“一张纸厚度约为 0.1 毫米，对折 1 次

后厚度变为 0.2 毫米，对折 2 次后厚度为 0.4 毫米，以此类推，对折 x 次后，纸的厚度 y 与 x 之间存在怎

样的数量关系呢？”这个问题贴近生活，学生能直观感受到其中变量的变化，初步接触到指数形式的函

数关系，主动开启思考，尝试探寻其中规律。 
接着，引导学生从具体实例过渡到数学函数的一般性探究。提问：“若把上述纸对折问题中的具体

数值一般化，当底数 a 取不同正数时，形如 y = ax (a > 0 且 a ≠ 1)的函数，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之间有怎

样独特的变化规律？”学生带着这个问题，会自主对不同底数的指数函数进行取值计算，绘制函数图像，

观察函数在定义域内的增减性、函数值的变化趋势等特征，在自主探究过程中逐渐理解指数函数的基本

性质。 
当学生对指数函数性质有初步认知后，进一步深入提问：“在指数函数 y = ax 中，a 的取值范围为什

么要规定 a > 0 且 a ≠ 1？若 a 取其他值，函数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问题促使学生深入思考指数函数

定义的合理性与严谨性。学生通过假设 a 取不同值进行分析，如当 a = 0 时，0x 在 x ≤ 0 时无意义；当 a < 
0 时，ax 对于某些分数指数幂无意义等，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与本质。 

在学习指数函数应用时，提出：“在细胞分裂问题中，假设初始有 1 个细胞，每经过 1 小时，细胞

数量变为原来的 2 倍，那么经过 t 小时后细胞总数 N 与 t 的函数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函数是指数函数吗？

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可以用指数函数模型来描述？”学生通过解决细胞分裂问题，巩固指数函

数知识，并主动联系生活实际，思考人口增长、放射性物质衰变等现象，尝试建立指数函数模型，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提升知识应用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 

5. 基于问题链设计的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5.1. 学生差异应对 

问题：中学阶段学生数学基础与能力差异大，统一问题链难兼顾全体。基础薄弱学生在“立体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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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空间图形问题前跟不上，学优生又觉缺乏挑战。 
对策：采用分层教学，设计分层问题链。为基础薄弱学生设基础巩固问题，如“长方体棱、面数量

及位置关系如何”；给学优生提供拓展探究问题，像“正四面体中向量法探究异面直线、二面角关系及

拓展到一般四面体”。并鼓励小组合作，促进学生互帮共进。 

5.2. 教学节奏把控 

问题：课堂具有生成性，学生回答易偏离预设问题链，教师若不能灵活应对，易打乱教学节奏。比

如“二次函数应用”教学，学生建模思路多样，教师怕超时强行拉回学生思路，致使学生理解不深。 
对策：教师需提升教学基本功与应变能力，充分预设学生回答。学生回答偏离时，用追问引导回归，

如提示从本节课重点角度再思考。合理把控反馈时机，做好“及时”与“延时”反馈，给予学生完整思

维时间，并依学生实际调整教学进度，保障理解到位。 

6.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问题链设计在中学数学教学中意义重大。它需依据教学目标、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规律

构建，具备逻辑性、系统性、启发性等特性，能强化知识关联，助力学生构建体系、深入学习、发展思

维、提升兴趣与课堂参与度。通过课程实践，验证了问题链能有效引入内容、激发兴趣、引导自主学习、

深化知识理解。学生在其驱动下，思维活跃，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增强。 
但实践中也存在问题，如部分问题链连贯性与梯度性不足，影响知识传递与思维引导；课堂互动形

式单一、小组合作参与不均；教学节奏易受学生回答干扰；统一问题链难以兼顾全体学生。 
未来，需结合教育心理学成果，探索问题链设计理论基础，优化设计原则与方法，研究不同知识类

型下的最佳构建模式，提升科学性与有效性。教师要提升教学能力，精准把握设计要点，丰富互动形式，

完善小组合作机制，把控教学节奏，采用分层教学满足不同学生需求。还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应用

效果，建立跟踪机制观察学生数学素养发展，探索问题链与其他教学方式、技术的融合，为教学改革提

供新思路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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