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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数学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初探

林应炬

(宁德地区农业学校
,

福建 福安 3 55 《X刃 )

【摘 要】 中专数学教学中非智力 因素的培养 :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

端正学生的学习动机
,

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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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近几年 中专招生形势非常严峻
,

不

仅难完成招生计划
,

被录取的学生分数普遍偏低
,

数学科成绩更低
,

而 中专数学涉及高中数学
、

高等

数学
,

有的专业还有工程数学
、

管理数学等
。

为了使

学生能基本掌握这些教学内容
,

除了学生原有的智

力因素外还有非智力因素
,

智力因素在个体身上具

体形 成和表现为多种能力
,

是学习活动的
“

硬件
” ,

而非智力 因素在个体身上形成和表现为学习态度
、

学习动机
,

是学习活动的
“

动力机制
” ,

是
“

软件
” 。

数

学是一门含有较多抽象思维的学科
,

学生要学好数

学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智力水平
,

还要有浓厚的兴

趣
、

强烈的情感
、

坚强的意志等
,

不少学生在学习数

学时往往感到难
、

繁
、

枯燥乏味
,

从而产生厌烦心

理
,

导致少数学生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
,

影

响了教学质量
,

这往往是教师忽视了学生在学习数

学过程中的心理全过程— 智力 因素与非智力因

素的共同作用
。

因此
,

要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

必须在

传授知识发展智能的同时还要重视培养学生学习

数学的非智力因素
,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本文

通过 自己的教学实践
,

谈谈 中专数学教学中非智力

因素的培养
。

1
.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是一种苦役
,

只有对本学

科产生兴趣才能孜孜不倦
,

全神贯注地投人到学习

中去
,

甚 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
,

怪不得有人声

称
“

兴趣
”

是最好的老师
。

1
.

1 循序渐进

在整个教学过程
,

一定要面向大多数学生在循

序渐进进行
,

不让学生有过重的学习负担
,

来遏制和

破坏学习数学的兴趣
,

举例难度要适当
,

作业量要合

理
,

让学生不感到难学
,

否则学生易产生畏惧心理
,

欲速则不达
。

1
.

2 利用好奇心理

及时注意诱发
、

引导学生的好奇心理
,

对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有奇妙的作用
,

如在讲授数列极限时提

出
“

.0 9与 1是否相等?
”

不仅题 目文字简单
,

又易于想象
,

激起了学生进行探究的好奇心
,

显然兴趣油然而生
。

1
.

3 介绍数学史话
、

趣闻轶事
、

诡论诡辨

针对学生 中存在上数学课枯燥乏味的观象
,

有

意识地介绍一些数学史话
、

趣闻轶事等来活跃课堂

气氛
,

激发学生的兴趣
。

如讲授等比数列前
n 项和时

举古印度国王奖励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
。

1
.

4 运用教具或实验模型演示

如讲椭圆定义时用二枚图钉
、

一条带子和一根

粉笔来做出图形
,

也可以叫学生课前准备这些材料
,

在课堂上师生齐动手
,

改变学生学习数学没有演示

的情况
。

1
.

5 数学的日常应用

学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
“

学习数学 (特别是高

等数学 )有什么用 ?
”

中专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

这不仅

指专业课
,

对基础的数学课也是一样
,

处处体现出应

用
,

让学生知道学习数学是为今后学习专业课打基

础
,

结合教学内容及专业特点
,

讲一些应用性问题
,

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

也让学生明白日常生活

中处处有数学
,

如讲排列组合时举甲A足球赛及世界

杯足球赛的比赛场次 ;讲概率时举街边的摸奖游戏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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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学生认知反馈与调节是有效的教学原则

之一
” 。

有些学生本来对数学学习有较强烈的兴趣
,

但在碰到困难时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
,

如课堂质疑
、

课后练习题疑点或虽经试卷分析但 尚朱搞懂等
,

学

习成绩下降
,

往往会产生对学习的厌倦情绪
,

把上数

学课看成一种精神负担
,

兴趣 回落
,

及时了解这部分

学生的思想动态
,

应用反馈性原则
,

积极帮助学生克

服困难
,

找出问题的根子
,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通

过相应方法培养学生稳固的学习数学的兴趣
,

同时

对有进步的学生应及时表扬 (既使有微小的进步也

应予以肯定 )
,

以增强他们学好数学的信心
。

2
.

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情感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内

心体验
,

是学生行为的动因
,

能直接转化为学习的动

机
,

数学是一门题型新颖别致
、

概念性强
、

题 目灵活
、

计算繁杂的学科
,

因此学习数学本身既包含着痛苦
、

挫折和失败的磨难
,

又能尝到欢乐
、

胜利和成功的喜

悦
,

学生对老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
。

中专学生的特点是
“

易动感情
,

也重感情
” ,

为

此
,

教师有责任很好地加以保护
,

通过适 当的途径
,

将感情引导到学习数学中去
,

教师本身也应以真实

的情感
,

如较强的业务素质
、

饱满 的精神状态
、

和蔼

可亲的教态
、

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

形象

生动的教学语言等来吸引学生
,

积极参加到教学活

动中来
,

使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愉悦地学习
,

感

到上数学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

从而收到预定的教学

效果
。

反之
,

就会感到被动
、

沉闷
、

枯燥
,

产生厌学的

逆反心理
。

教师必须以满腔热情的情感对待学生
,

对每个学

生负责
,

不仅要注意优等生
,

更应关心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
,

他们自身判断能力
、

逻辑思维能力不强
,

有时碰

到问题束手无策
,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满腔热情

地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

查漏补缺
,

使他们振作精神
,

增

加信心
,

在课堂提问或课堂练习时都应享受同等的待

遇
,

只有用情感去感染学生
,

才能打开学生心灵的大

门
。

实践表明
,

教师对学生能热情鼓励
、

耐心帮助
、

正

确引导
,

往往会取得极好的效果
,

否则只能使学生产

生一种精神压力
、

一种负担
,

造成心灵伤害
,

形成感情

上的对立
,

甚至会导致个别学生放弃学习
。

教学质量的高低
,

学生掌握知识难度的测定
,

一

个重要参数就是考试成绩
,

但有些学生平时成绩较

好
,

就是遇到考试时
,

情绪不稳定
、

缺乏 自信
、

产生紧

张心理
,

造成水平发挥不佳
,

成绩平平
,

导致留级
,

针

对这种情况
,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对学

生进行心理稳定性培养
,

在提问时
,

提 出时间要求
,

在心理上造成紧迫感
,

培养应急能力
,

经常给学生布

置适 当难
、

繁的作业和练习
,

使学生在
“

爬坡中
”

循序

渐进
、

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情感
,

考试前教育学生

相信自己的实力和水平
,

树立必胜信念
,

遇到时间

紧
,

要有 自制力
,

做到紧而不乱
,

这样通过对学生进

行长期的各种形式的应变能力的训练和教育
,

培养

学生 良好的心理素质
,

养成遇难不慌的稳定情绪
,

涉

难不乱的 自制力
。

总之
,

在中专数学教学中如能正确处理好智力

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

在发展智力
、

培养能力的

同时
,

注意开发和培养蕴藏着极大潜能的非智力领

域
,

无疑对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

对大面积提高教学

质量是一定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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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动地渗透到教学过程中
,

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

积

赞科夫说
: “

教师不应当只限于传授知识
、

训练技 极推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相互促进和

能和技巧
,

还要教育学生
,

这是教师的神圣天职
。 ” 闭因 发展

,

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

培养出具有创新意

此我们在教学中应多注意从物理知识内部发掘各个 识又具有科学头脑的有道德
、

有文化的高素质人材
。

单元的科学观念
、

态度的教育功能
,

通过多种形式具

注释及参考文献
:

( l 〕李醒民
.

激动人心 的年代 〔Z〕
.

1 9 86年 7月版
,

第 1 4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z 〕
.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
,

19 72 年第一版
,

第 575 页
.

〔3 )赞科夫
.

和教师的谈话 〔M 〕
.

教育科学 出版
,

1 98 0年版
,

第2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