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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ha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designing examples between expert and 

novice teachers in a middle school of Shaanxi province through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s well as referring to those teachers’ lesson plans. And they made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ovic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of designing examples: strength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making clear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example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designing reasonably teaching examples; trying to cover 

the subject matter and reflecting a complete chain of examples; extending some transitional 

examples appropriately and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examples gradually. 

高中数学课堂中例题设计差异的比较研究 
郭梦敏 1,a，李三平 2,b 

1.2.陕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中国 陕西 西安，710119 

a
gmm24@126.com, 

b
lisanping@snnu.edu.cn 

摘要：通过访谈、课堂观察记录以及查阅教案这三种方式，对陕西省某县级中学多位专家教

师与新手教师课堂教学中例题设计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为新手教师改善课

堂教学例题设计方面提出了四点建议：深刻理解教学目标，明确例题编排目的；注重学生认

知发展，合理设计教学例题；力争覆盖所授知识，体现完整例题链条；适度扩充过渡例题，

逐步加深例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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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课堂教学可分为概念（定理）教学与例题教学两种类型，概念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例题教学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上也至关重要。一方面，数学概念、原理和思想方法都比较

抽象，例题就成为学生理解概念、原理，领悟数学思想方法的具体途径[1]。历史发生原理揭

示了个体知识的发生遵循人类知识的发生过程.纵观数学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问题是推动

数学发展的巨大动力。从而经过改良的、同时更具引导效果的数学例题在促进学生学习方面

也应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例题教学是促进学生的数学知识转化为数学能力的重

要环节，是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有效途径。波利亚曾在《怎样解题》一书中强调“掌握数学

就意味着善于解题”。牢固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是中学生学好数学的前提

[2]，积累一定量的数学解题经验是学好数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数学例题指的是教师授课时用以阐明数学概念、命题及其初步应用的题目[3]。波利亚指出，

一个恰当的例题胜过一打理论。在例题教学中，例题的选取与设计比讲解更重要。高中数学

课堂中例题的选取与设计直接关系着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对命题的学习以及应用，所以，提

高例题教学效率的前提离不开例题的精心设计。本文对陕西省某县级中学多位专家教师与新

手教师基于北师大版（必修四）教材中第一章三角函数的课堂例题设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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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的实施 

2.1. 调查的对象与内容 
以该中学的五位专家教师及新手教师为调查对象：3名专家教师教龄均在 20年以上，具有丰

富合理的知识结构；2 名新手教师仅有教龄 1~2 年，教学经验不够丰富。调查内容围绕课堂

教学中所设计的例题在目的性、针对性、全面性与阶梯性四个层面的差异。 

2.2. 调查的方法 

本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访谈法、观察记录法、个案研究法。 

3. 调查的分析 

3.1. 例题设计的目的性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新知、突破教学重难点、加强应用，设计相应例题的依据是对教材的

全面把握。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材例题的编排等都影响着教学例题的选取

与精心设计。在查阅教案与课堂观察记录时发现，新手教师在例题设计时虽然也考虑到教学

目标、教学重难点，但是他们对教材的把握不及专家教师，以至于他们时而重基础、轻重点，

过于面面俱到；时而缺过渡、轻基础，例题设计的目的意图不够明确，导致在针对知识重难

点例题的处理上讲解不够透彻全面，甚至不能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例如，在第二节“角的概念的推广”中，从对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出发，某专家教师以教材中

3个例题为原型、适度改变例 2（“写出终边在 x 、 y 轴上的角的集合”）安排了一个课时的教

学设计，而某新手教师安排了两个课时的教学设计，其中第一课时例题选自教材例 1与例 3，

第二课时在教材例 2之后，补充了“写出第一、第二、第三以及第四象限的角的集合”与“若

 是第一象限角，则 2 是第几象限角？”两个例题。虽然该新手教师设计的例题具有一定

的拓展性，但与教学目标联系不太大，并且在开始的小节中安排了两个课时的教学，则略显

得过于贪多求全、面面俱到。 

3.2. 例题设计的针对性 

中小学数学课程改革强调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并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这

意味着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4]。在访谈与查阅

教案的过程中看到，不管是新手教师还是专家教师，他们都能够根据班级学生的状况有针对

性地设计出符合学生现阶段数学水平的例题。但正如附录 1 某专家教师对例题从图像、变换

作图、函数性质（单调区间、最值、奇偶性）到性质应用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专家

教师能够巧妙地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最近发展区精选例题。 

3.3. 例题设计的全面性 

例题设计的全面性不仅是指其题型呈现形式、例题解法技巧的全面性，更是意味着设计的例

题尽可能地多的涵盖所授的知识内容。《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教材是实现

课程标准、实施教学的重要资源[5]，教材编写的例习题能够引导与培养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6]，同时也为教师教学例题的选取与设计提供了方向。通过课堂观察与查

阅教案，我们发现，在教材例题较多的情况下，新手教师同专家教师一样，均能立足于教材

例题，并适度地改编，优选设计例题。但在教材例题较少的情况下，专家教师更能依据章节

重难点、结合课后练习题，设计出能体现知识逻辑性、全面性和严谨性的例题。 

例如，在第五节“正弦函数的图像与性质”与第六节“余弦函数的图像与性质”中，课后习

题主要包括由函数图像讨论其性质、求函数最值及取最值时解的集合、求定义域、求单调区

间、解不等式以及判断函数奇偶性这六类题型。某新手教师对这两小节的内容依次采取“新

授课+习题课”的形式安排 5 个课时的教学，题型主要包括画简图讨论性质、求最值、求定义

域以及求单调区间。而某专家教师仅安排 4 个课时的教学，采取对比学习正余弦函数的图像

与性质后再设计针对两者综合的习题课的教学形式，主要题型从画简图讨论性质、解不等式、

求单调区间、求最值到性质的应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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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题设计的阶梯性 

学生学习数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理解、加深运用的过程。同样地，数

学课堂上例题的设计也应有梯度地体现出例题与知识点的内在逻辑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从基础性例题逐渐地过渡到应用。通过课堂观察与教案查阅，发现专家教师在教材例题的基

础上，均能适当地补充过渡型例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逐渐缓和例题间的跳跃，加强例

题与知识点间的衔接。而新手教师在例题设计的阶梯性的处理上则显得较为薄弱。 

例如，在第八节“函数 )sin(   xAy 的图像与性质”中，某新手教师与某专家教师均安排

了 5 个课时的教学设计，并在第五课时的例题设计中结合各自学生的学习基础设计例题（新

手教师重基础知识，专家教师重综合应用），但在前四个课时中，从课堂例题设计的逐步递进，

到整节知识块中例题的内在逻辑性，均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具体可见附录 1。 

4. 对新手教师在课堂例题设计方面的建议 

4.1. 深刻理解教学目标，明确例题编排目的 

在设计教学例题时，教师要对相关章节的教学目标进行深刻的理解，从而优选例题，精心编

排，例题设计的每一步都为教学目标的达成服务，力争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通过例题教学促

进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加速学生对重难点的突破及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同时，教师要明

确选取每一道例题的目的及意图。是为了帮助推导某个公式还是用于揭示定理的应用？是突

出某种题型的解决通性通法，还是强调书写格式规范？等等，都应围绕教学目的进行。 

4.2. 注重学生思维发展，合理设计教学例题 

教师要意识到学生思维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相应的思维水平，尊重学生现有的学习能力，并以

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教学程序[7]。同样地，教学例题的设计也应注重不同阶段

学生的思维发展的规律，合理选择教学例题，以激发学生认知上的不平衡，帮助他们同化或

顺应，促进学生达到新的认知平衡。同时，教师也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数学学习状况、自身发

展的不同特点和已积累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有针对性地选取与设计数量适中、质量上乘

的例题，有的放矢地加强学生对新知的理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运用。 

4.3. 力争覆盖所授知识，体现完整例题脉络 

教材例题具有展示问题阐述与求解过程、赋予抽象的数学知识与知识背景、解释数学概念与

规则的形成和应用过程、规范解题操作程序与步骤等多项复合功能[8]，其问题类型与解题程

序的呈现方式都对教学过程产生重要影响[9]，教师应充分挖掘和研究教材中例习题的编排，

全面把握其所蕴含的题型与知识主线，可适度地对其进行改编与扩充，力争所选取的例题能

覆盖所授知识点，侧重例题解法的通性、通法，突出例题设计的严谨性与完整性。 

4.4. 适度扩充过渡例题，逐步加深例题难度 

我们知道，教学应当采用基于现有水平基础上的“高速度”、“高难度”、“理论知识为主导”

和“让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的方式展开，使学生处于紧张而又适度的认知困惑中[10]。而例

题的选取与设计也应适当地超出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让学生经历一定的探究后能够得以解

决。这就要求教师既要选取基础性例题，也要设计有一定难度的例题，妥善处理好从基础到

重难点的循序渐进，注重例题与例题、例题与知识点的衔接。 

我们发现，专家教师所带班级的学生在例题教学过程中更易于理解例题知识点、归纳例题类

型、掌握解题规律。因此，把握好以上这四个主要方面，有助于提高新手教师例题设计的能

力。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需要教师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以上四个方面的平衡，避免求多求全、

生搬硬套地设计例题。 

5. 结语 

数学课堂教学例题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仅就某一方面因素选取与设计例题，应综

合考虑各个因素：基于班级学生学习特点、不同阶段认知发展水平及其知识的储备，立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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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理解教学目的，细致研读教材例题，巧妙结合课后习题，力争选取覆盖所授知识内容，

循序渐进地从基础例题过渡到教学难重点，有层次地突出知识重难点，从而促进学生对新知

的全面体会、深层理解与强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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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函数 )sin(   xAy 的图像与性质前四个课时例题设计对比 

 第 一 课 时  函 数

)sin(   xAy 的图像与性

质 ),( A  

第 二 课 时  函 数

)sin(   xAy 的图像与性

质 )(  

第 三 课 时  函 数

)sin(   xAy 的性质运用 

第 四 课 时  函 数

)sin(   xAy 的图像与性

质 

新手教师 例 1（同下例 1）． 

例 2（同下例 2）． 

例 1（同下例 1）． 

例 2  写出下列函数的振幅、

周 期 和 初 相 ：

(1) )
83

4
sin(5


 xy ； 

(2) )
75

1
sin(

4

3 
 xy ． 

思考：上述函数图像可以有正

弦曲线经过怎样的变换得

到？ 

例 1 说明 )
3

4sin(8


 xy 图像

可由 xy sin 图像作何变换得

到． 

例 2 为 得 到 函 数

)
4

sin(
4

1 
 xy 图 像 ， 需 将

)
4

sin(
3

1 
 xy 图像作何变换． 

例 3 （同下例 1）． 

例 1 (1) 求 函 数

)
32

1
sin(2


 xy 的递增区间； 

(2)求 )
6

5
4cos(

2

1 
 xy 的递减

区间． 

(3)求 )
3

2tan(4


 xy 的单调

区间． 

专家教师 例 1 作 xy sin2 与 xy sin
2

1


的简图，并说明它们与函数

xy sin 的关系． 

例 2 作 )
4

sin(


 xy 与

)
3

sin(


 xy 的简图，并说明

它们与函数 xy sin 的关系 

例 3 画出 )
3

sin(3


 xy 的简

图，说明它与 xy sin 的图像

的关系． 

例 1作 xy 2sin 与 xy
2

1
sin 的

简图，并说明它们与函数

xy sin 的关系． 

例 2 利用变换的方法作函数

xy 2sin3 的图像． 

例 3 利用变换的方法作函数

)
3

2sin(


 xy 的图像． 

例 4 利用变换的方法作函数

)
62

1
sin(3


 xy 的图像． 

例 1 求下列函数的最大/小值

及 相 应 的 x 的 集 合 ：

2sin  xy ； xy
2

1
sin

3

4
 ；

)
4

3cos(
2

1 
 xy ． 

例 2 (1) 求 函 数

)
32

1
sin(2


 xy 的递增区间； 

(2)求 )
6

5
4cos(

2

1 
 xy 的递减

区间． 

例 3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
2

cos(


 xy ；

)
2

2sin(3


 xy ． 

例 1 说明 1)
6

2sin(2 


xy

的图像是由 xy sin 的图像怎

样变换而来的． 

例 2 （ 题 型 ： 已 知

)sin()(   xAxf 的部分图

像，求此函数的解析式）． 

例 3 设函数 )2sin()(  xxf  

)0(   ， )(xfy  的图像的

一条对称轴是直线
8


x ．（1）

求 ；（2）求函数 )(xfy  的

递增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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