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7), 30-3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7425  

文章引用: 曹谦, 曹学锋. 情境认知理论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探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7): 30-34.  
DOI: 10.12677/ces.2024.127425 

 
 

情境认知理论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探究 

曹  谦，曹学锋 

黄冈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6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2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1日 

 
 

 
摘  要 

初中数学重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其目的是让学生从行为认知上体会数学教学的实质。情景认知

理论以个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在学生进行数学学习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在教学过程中，

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设计，充分运用“情景–认知”理论，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使枯燥无味的数

学课堂充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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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with the aim of 
enabling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ssenc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from a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situational cognitive theory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plays a good auxiliary role in students’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teaching content reasonably, fully utilize the “scenario cognition” 
theory,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make the dull and boring mathematics class-
room full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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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认知理论概述 

“情境”有“情景”和“环境”之分。从社会学角度上讲，“情境”是个体实施一定行动的社会情

境，它是个体形成社会行动的前提；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情境”则是以多种刺激方式、事件和客体等

形式呈现；从学生角度上讲，“情境”能够理解为学生在产生学习行为、进行学习活动时的一种环境或

背景，它可以给学生的思考提供一定的空间和知识背景，并使其产生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学生个人的学

习行为其实就是个人积极地投入到实践中，并与环境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的活动。 
情境认知学习理论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并以参与社会环境为基础进行互动[1]。数学情境是

指在进行数学活动时，其所处的环境和发生数学行为的背景。在数学情境提供的信息中，学生通过联想、

想象和思考等方式，将数学情境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为数学知识的建构提供支持，解决数学内容的高度

抽象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2] (以下简称《课标》)提出注重情境的多样化，教学教材

的真实性，让学生从社会生活、科学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当中体会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创设数学情境，实际上就是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具有刺激性的数学信息，引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兴趣，

启发数学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对数学问题产生怀疑和猜想，唤起学生

强烈的问题意识，经历发现并提出问题，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运用自身知识解决问题。在实际情境

中理解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感悟数学的基本事实意义，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体

意识，落实国家全面发展目标。 

2. 情境认知理论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数学教学中，情境认知理论的发展在初中数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旨在追求学生学习的自主

适应性，发展真实的教学活动[3]。在帮助学生把握数学内容本质的同时，转换数学关系、明确问题结构

[4]。学习是个体在与情境的互动中创生意义的过程[5]，情境创设贴近学生实际，具有时效性、数学性、

层次性，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6]，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情境设置能够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数学学习中产生一定的探究心理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增强课堂趣味，从而促进

其学习能力的提升，增加数学感悟[7]。在情境化的教学中，情境认知理论可以帮助学生将数学中抽象的

逻辑定理变得清晰、容易理解，最终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数学思维思考世界，数学语言表达世界，

达到《课标》要求，也能让教师的教学过程变得轻松有趣，其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引导与近侧启发。 
1) 关注学生学情，创设趣味的数学情境 
《课标》提出情境的创设要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将现有的认知经验

当做新知识的生长点，把握好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创设合理的数学情境，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初一年级教学“字母表示数”时，可以根据学生刚入学的情况，课前播放趣味歌曲“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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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1 张嘴，2 只眼睛 4 条腿，扑通 1 声跳下水；2 只青蛙 2 张嘴，4 只眼睛 8 条腿，扑通 2 声跳下水；

3 只青蛙 3 张嘴，6 只眼睛 12 条腿，扑通 3 声跳下水……”用这首充满趣味的儿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再让学生通过字母将这首歌表示出来，以此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将课堂的学习气氛推向

高潮。让一节本身抽象不易理解的“字母表示数”的概念课变得生动而形象起来。 
2) 联系现实生活，提出数学问题 
初中阶段的数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思维

和学习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有意义[8]，教师只有为学生的思考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情境，才能让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进行数学思考，从而实现课堂设定的教学目标，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数学思

维能力。 
例如，教师在讲授“打折销售”这一内容时，可以通过创设生活常见的情景，使学生在轻松、有效

的学习情境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假设在课堂中设置以下问题：一家店铺为了增加销售业绩，将一部分衣

服价格提升 40%之后再进行标价，然后再以 8 折的价格出售，最后在进行利润统计时，每件衣服仍然有

15 元的利润，请同学们自己计算一下衣服的成本是多少呢？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学生会想出各种各样

的问题，例如：每件衣服卖多少钱呢？15 块钱的利润从何而来？等等。当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所营造

的情境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半的作用效果，因为在学生进行独立思维时，知识也会随之生成。 
3)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明确数学问题 
初中数学课堂，强调以启发式教学为主，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情境创设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诱导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巧妙地导入有利于学生教学活动的开展，创设故事性的数学情境

构建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将静态数学课堂转换为动态的数学游戏活动，将学习寓于游戏之中，激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学习“三角形中角的关系”一课内容时，教师可用一个故事来介绍，在直角三角形里面住着

三个内角兄弟，三兄弟平常关系非常团结。突然有一天，二弟非常不高兴的问大哥：“凭什么你的度数

要比我高，我不管，我也要跟你一样大！”大哥说“不行啊！如果你变得和我一样大了，我们的房子就

不够住了呀。”那同学们能否替大哥解释一下为什么房子不够住了呢？此时可以让学生动手操作，在草

稿纸上画出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分别用尺子测量三个三角形中三个角的度数。然后

再拿出一个三角形，将手上的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向内折叠，使三个角的边线重合，有什么发现呢？如果

将三个角剪下来拼在一起，又有什么发现呢？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动手操作能够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
创设的故事情境与学生生活经验相挂钩，通过度量、裁剪、拼接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积极参

与操作活动，通过观察、操作、思考探究出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明确了数学问题的中心。在此学习过程

中发展了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通过学生的在自主归纳，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 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解决数学问题 
合作是对中心问题的共同解决，结合自身的理解，并在教师的点拨和不断交流探讨中，实现对自我

思维的突破。当遇到思维困惑点时，教师一句话就可能点燃学生的思维，顺利实现对问题的解决。 
例如，学习“反比例函数”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学生日常的生活来建立以“买笔记本”为主题的情

境，新学期开始，李华想买一些笔记本为以后的学习做准备，妈妈给了李华 30 元钱，李华可以如何选择

笔记本的价钱和数量呢？A 笔记本买 20 本单价是多少呢？B 笔记本单价为两元，能买多少本呢？在日常

生活中提炼出数学问题，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的能力，题目难度不高，学生可以很容易解答

出来，此时教师可继续抛出问题让学生小组进行思考：1、某地种植一块面积是 500 m2 的矩形花坛，花

坛的长 y 与宽 x 之间有函数关系吗？2、学校举行 800 m 跑步比赛，小明跑步所用的时间 t 与平均速度 v
之间的函数关系是怎样的？学生在小组中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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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创设的问题串情境，由浅入深激发学生的思考，连续的提问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使学生专注于数学课堂，在小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课堂上以

学生为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5) 根据教学目标，布置趣味作业 
课后作业的布置，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在中学数学教学中，作业布置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工作。 
例如，在“勾股定理”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学生创设一个具体的情境，即对一个特殊的图形——直

角三角形进行解释，因为直角三角形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勾股定理。课后，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个有意思的

任务：当已知一个圆柱体的高和底面半径，如果蚂蚁从它的底面直径的三分之一的地方爬到上地面圆心

处，蚂蚁爬过的路程是多少呢？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一个圆柱体，并尝试去计算。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

而言，这个任务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不会感觉这是在完成一项繁重的课后作业，而学生

也能够在趣味活动的课后作业中，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 
情境化的数学教学相较于传统单调的数学学习来说要容易很多，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不会感到

特别困难和无趣，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也会感到轻松。真实可感的数学情境，能够使学生的学习过

程逐步走向生活，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提高学生的各项自主探究能力。所以，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

要对课程进行科学的规划，充分将情境认知理论运用到实际当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枯燥无味

的数学课堂充满趣味。 

3. 情境认知理论指导下初中数学教学的提升策略 

初中数学教学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灌输过程，知识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实施必然是一个极

其艰巨的过程。从数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出发，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掌握情况，

活跃学生思维的同时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在合理情境的辅助下提升初中数学教学的有效性。情境的创

设并不是为了情境而情境，更多的需要考虑数学知识对象的本质，从知识的本质出发，联系实际生活，

创设情境。具体情境的设置，必须建立在广泛而真实的生活信息基础之上，切实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程

度，揭示数学对象的各种变化过程，利于学生将知识内化，以便教学实例的完整传授。初中数学教学的

课程建构与情境认知理论的有效结合可从如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1) 注重数学情境合理创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情境认知理论指导下，数学情境的创设是数学活动开展的基础，也是实现有效数学行为的必然途径，

能够帮助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情境，从中发现并提出数学问题，从而达到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的能力。

合理数学情境的创设与空间思维的拓展有着必然联系，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也

可以在真实情境的指导下完成整体的认知体验过程，实现问题的多角度解决。知识内容的多样反映数学

本质的不同，但创设的情境的前提要求则是满足反应出数学对象的本质，不同的情境类型在数学教学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纯数学问题类情境可应用在《因式分解》一课中，利用自然数可以分解成

其它几个自然数的积，学生可以类比得出一个整式以分解成另外几个整式乘积的问题，从而体会类比的

数学思想，从根本上唤醒了学生的情境与问题意识，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有效性。 
2) 实现问题与情境相结合的有效教学模式 
“问题–情境”摒弃了传统乏味的灌输式教学，坚信知识与情境是相互依存的，任何知识都在一定

的情境中产生，最终又回到情境中去。用一种真实的、本真的情境，将现实生活与数学知识有效结合，

使知识有根、有联系、有背景，并促使学生通过与环境互动去建构知识[9]。突出了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特征，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激发。知识的本质是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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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情境，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的动力，也是培养数学思维的载体，利用“问题结构”推进课堂，将

问题分解，设置结构梯度，在整个情境中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让学生通过逐级问题的解决，进行思考，

提升思维能力水平。例如，在教授《认识无理数》时，通过让学生明白正方形对角线长度的数是存在的，

引导学生提出核心问题，这个数不是学习过的有理数，利用问题结构推进教学，让学生体会无理数的现

实存在，让学生在主动探究和积极思考的过程中利用真实的问题情境发掘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出路。 
3) 重视情境认知教学理论中提问技巧的掌握 
情境认知理论应用于数学教学时，掌握必要的课堂提问技巧也是尤为重要的。无论是问题所处的情

境创设，还是问题解决的环境作用技巧，都应在教师的备课环节中有所体现。学生知识的建构过程，即

是在教师的引导下，从无到有的探究过程，是他人不可替代的。让学生独自探究的效率是低效的，此时

则需要教师的引导、暗示，即启发式教学。在我国启发式教学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倡导的“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通过不断提问让学生产生认知冲突，通过提示让学生独立思考，探究，从而悟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促进学生思考。例如，教授《一次函数的应用(第一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教学，让学生从前学

过的解题方法出发，产生认知冲突，从而得到问题的解决。通过情境认知理论指导下提问技巧，让数学

问题创新，这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拓展也密切相关。提问过程中，应注重问题提出与情境设置之间的关

系，突出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在扩散性思维培养的过程中完善学生的数学素养[10]。 

4. 结语 

在情境认知理论的指导下，情景化的数学教学被赋予了更加完整的涵义，这对初中数学教学的开展

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在真实可感的教学情境下学生的知识逐渐向日常生活转移，这一重要的迁

移过程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得到了有效融合，是学生课堂教学外的一种能力发展过程。在这种理念

指引下，学生主动将已有的学习知识情境化处理，体现情境认知理论的实践内涵。可见，从教学实施的

过程来看情境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数学教学，实则正是知识迁移过程的一种体现，凸显出这一时期数学教

学的互动性与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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