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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数学学习是学生逐渐接触深入学习数理的重

要时期， 这一阶段的学习源自课堂教学， 又不能止于课堂教

学。 无论在课堂还是在课下， 教师都必须发挥积极的引导作

用，指导学生进行课下自主学习，协调小组关系，逐步扩展数

学知识的宽度，加深数学理论的深度，为学生更高一级的学习

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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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学段， 它不同于小学和初

中阶段的懵懂无知，学生的学习更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善于

自学的学生能够通过自学进行大部分的高中数学学习， 教师

更应鼓励和教导学生进行独立的学习。 高中学段的学习不同

于大学学习的自由和自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统一

到高考上来， 都要在考试说明和教学大纲的范围内进行有限

制的学习。
一、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

一般来说，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是由教师进行主导的，受制

于高考这根指挥棒。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用

恰当的教学方法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数学教学内容。 在讲

解和解析的过程中，积极地吸引学生参与，让学生的大脑跟着

思路走。
然而，限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教师不可能让所有的

学生都有机会走上讲台进行验算， 也不太可能对学生进行一

对一的指导。一般情况下，教师的教课速度、授课重点，以及教

学难点的确立都是根据班级内中等水平的学生来确立的。 这

就造成处于尖端的学生容易“吃不饱”，处于成绩末端的学生

则“吃不了”的情况。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课堂教学不是万能

的，也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学生。 况且，在目前教学资源紧缺的

情况下，许多学校班级超额，更容易造成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

种种差异。
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 学生的课下学习和自主学习就

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正是教师要进行课下作业布置的根本原

因，不仅在于督促学生加强课堂教学的学习，巩固本课所教授

的内容，还在于通过作业让所有的学生都进行自主的学习，使

其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利用更加自主且有弹性的时间，达到

某种程度上的“赶齐”，通过学生作业基本上完成本课的教学

任务。
二、高中数学课下作业与课堂教学

高中生的课下作业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教师在进

行课下作业布置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在学习中的不

同能力和学习的状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可进行无差

异作业，但必须完成教师规定的练习题，以此作为教师课堂教

学的检测和有力补偿，达到普遍完成教学任务的目的。

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还可以设置有差别的学生作业。把

作业分成必须完成的、 请认真完成的、 请尝试完成的三个等

级，让不同学力的学生进行适当的选择，给学生提供跳一跳才

够得到的天花板，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

尝试完成的作业，教 师 可 以 提 供 答 案，以 备 学 生 完 成 后 进 行

自我检测。 需要提醒学生注意的是，这些习题不是远离了课

堂教学和数学课本，而 是 从 课 堂 教 学 和 数 学 课 本 出 发 的，扎

根地下的向上生长，无论多么高的山，都是扎根在地下的，而

不是空中楼阁。

为了使更多的学生都学有所得， 还可以为学生建立学习

小组，通过课下作业小组之间的相互帮助，让主讲的学生对于

数学知识更精通， 让请教的学生完成自己不能够完成或完成

不好的数学内容，从而达到整体数学成绩的提升。 当然，如果

学有余力，还可以进行下一堂课数学知识的提前预习和介入。

三、高中数学课下自主学习浅论

课下作业是对课堂学习的有力补充， 对课堂学习知识的

加强和巩固， 但对于高中生来说还远远不够。 对于高中生而

言，自学能力，是一个高中生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 应该知道

主动地学习，并且清楚地知道该如何进行学习。

如果说高中数学的学习和之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有什

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虽然还不能和大学生那

样把学习的方向更多地交给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但是也应该

在高考的背景下，进行更多、更宽范围的学习。 教师首先要有

区别地针对不同学生进行层次不同的引导。 对于学有余力的

学生，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数理引导。不仅仅要挑战更难的习

题，还应该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数学专业书籍的阅读。

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一是要注意学习的

深度和难度，给学生适合的，而不是越难越好；二是要注意进

行必要的指导，有些内容让学生了解就好，有些内容则可以帮

助学生进行更深的探讨， 有些内容则要学生注意和数学教材

的联系和区别； 三要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所学知识在整个数

学王国中的地位，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自以为是。

高中数学的学习，起源于课堂教学，而不能满足于课堂教

学，应该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下时间巩固课堂，探索新知，为

更高一层次的数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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