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数形结合论文(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初中数形结合论文篇一

一、与生活紧密联系，激发学习的兴趣

为了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
思维分析能力，初中地理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可以通过地理知
识与生活中的实例相结合，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发现，不断学
到新的知识。让学生通过对身边气候环境变化的观察来学习
地理知识，是地理生活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的过
程中，能够亲切感受到地理知识无穷无尽的奥秘，这对很多
学生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比如，教师在讲“中国的
经济发展”（八年级上）这一章时，可以将全班同学分成几
个小组，然后让这几个小组通过书籍、咨询长辈等多种方式
去准备有关的材料。这个准备的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学生对地理知识的认识以及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这样融入生
活中的教学有助于地理教学质量的提高。另外，地理老师可
以让学生们以游戏或者组织野外考察的方式来了解无处不在
的地理知识。在大自然中寻找地理现象的活动，会使学生们
对学习地理充满兴趣，对地理课也会渐渐充满期待。比如，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发掘日常生活中的
地理现象”小组，让这几个小组在日常生活中去挖掘某些地
理现象，比比哪个小组发现的地理现象最多。学生们在这个
游戏过程中，不仅可以学到更多的地理知识，还可以开阔眼
界、发散思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并且让地理
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最终达到在生活中灵活实用的目的。



总之，这种生活化的初中地理教学，不仅将抽象的地理知识
与身边可感可触可视可闻的所有事物紧密联系起来，也让学
生的潜力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作为一名优秀的地理老师，更要引导学生
在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杨继才.浅谈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j］.时
代教育，.

［2］何慧.初中地理趣味性教学初探［j］.俪人（教
师），2014.

［3］丁晋利，尚小凯.启发式教学在初中地理课堂中的应用
［j］.中国校外教育（下旬），2009.

初中数形结合论文篇二

在近一个学期的数学教学活动中，我组织指导了初二年
（7、8）班中的'10位同学参与了《一次函数与生活》这一研
究性学习课题。使学生在我的引导下，用函数的眼光去观察、
体验社会生活，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去探索、发
现。同时学会对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决定，去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潜力。在整个指导过程中，有了许多心得体会。

一、研究性学习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用心性和创造性。

在研究性学习面前，人人平等，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学习
用心性能够得到尽情地发挥。在指导小组成员研究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部分学生基础课成绩并不是十分突出，但是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



却是令人大为赞赏的。当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
他参与到学习中的主动性、用心性、创造性会空前地高涨，
学习的效率也会大幅度地提高。

二、研究性学习培养了学生的职责心。

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和途径，作为以学生为主体的
学习活动，更需要学生就应具备研究性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因为这不仅仅仅是获得直接经验和知识的方式，更是为学生
将来开展个性化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维基础。自从确定课
题以后，研究小组同学就开始利用平时在校的空余时间去图
书馆、上网查找资料；利用双休日去不同的地方进行调查研
究，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汇总。透过这样的寻寻觅觅，查
查找找，不断修正，研究小组同学对这一课题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关键是培养了学生的治学精神，使他们具备踏实严谨
的作风，体会做学问的艰难曲折；同时进―步明白做任何一
项工作都务必有必须的职责心和敬业精神。这种职责心和敬
业精神的培养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目的之一。

三、研究性学习促进学生学会交流，学会合作。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哪个同学有何特长、爱好，对事情处
理的态度，协作潜力如何，很容易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反映
出来。学生一齐外出调查，一齐查阅资料，一齐总结分析，
一齐解决问题。经历了如此之多，组员之间不知不觉中建立
了友谊，加深升华了友谊，这对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无疑会起
巨大的作用。透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激发了自由创新的热
情，培养了独立思考、探究新事物的科学精神，同时提高了
学生的协作潜力和社会交际潜力，正好填补了在课堂上学习
的不足。我想这是研究性学习的最大好处。

研究性学习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性和选取权，使学生的潜力
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在课题研究中涌现出不少奇思妙想，用
科学、创新的精神去学习、探索成了学生最大的乐趣。研究



性学习课程不仅仅仅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而是透过改变
学习方式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它尊重每个学生的独特
个性，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空间。因此，研究性学习洋溢
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初中数形结合论文篇三

研究性学习方式无论在学生学习中还是教师教学中，都已经
占据了主导地位，初中地理教学中研究性学习方式的应用依
然是结合学科特点成为发展的趋势所在，而合理、科学的研
究性学习则需要学生和教师共同配合来将其特性发挥到极致。

参考文献：

[1]李玉顺.探究性学习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中小学管
理，(增刊)，261.

[2]宋美侠.浅析初中地理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j].史地政论坛，
，（1），86.

[3]黄春丰.初中地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探讨[j].教学时空，，
（5），55.

初中数形结合论文篇四

一、调查背景

很多初来乍到的寄宿生对我校的食堂总是不太满意，无论是
高校或是中小学校，学生对食堂的笑料或评判层出不穷，近
年来食堂问题也接连不断，十分有必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引子



2003年，国内各地上半年学校接二连三发生了多起食物中毒
事件，海南省连续发生了12起中毒事件，其中学校食物中毒
占7起，学校中毒人数占了中毒总人数的七成；暑假开学前后，
江苏省共有10所学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达300余人
有消息说，今年卫生部收到的重大食物中毒报告在发生起数、
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方面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学校食物
中毒时有发生。几乎每一次学校食物中毒的调查结果，都会
出现“食堂卫生存在多种隐患”类似的字眼。校食堂引进社
会化管理后，饭菜的品种确实丰富了，这是现实。对食堂饭
菜质量的不满，导致了不少学校的学生外出“觅食”，这使
得许多学校周围的小饭店和小饭摊繁荣昌盛，生意异常红火。
然而，这些饭店和露天小饭摊，大部分的卫生状况极其糟糕，
也许是另一次食物中毒的起源地。

三、收集资料

1、通过寄宿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本校食堂的评价；

2、通过县里的学生了解各县食堂作为对比；

3、上网搜索相关资料。

四、研究过程

（略）

五、建议

1、卫生管理待加强；

2、清理校内小卖部，校外饮食小档应严管；

3、投入资金改造硬件，加强卫生检查。

4、每周制定科学、合理的膳食食谱，既要适合学生的口味，



又要保证各种营养素的摄取和吸收。

5增加花色品种，提高学生的食欲。

6、不断推出新款菜肴。

7、面向全体、照顾个别。

六、总结

校园无小事，学校食堂卫生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健康，相对于
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其它都必须退居其次。一次学校
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就等于敲响一次警钟：改变校园食
堂“营养不良”的状态，加大对食堂卫生的监管力度，已变
得异常紧迫。

初中数形结合论文篇五

一、研究目的：

1、《红楼梦》对人物的刻画可谓是个性鲜明，个个不一，以
及每个人物的相貌，都像是用照相机照下的。如形容林黛
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
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
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
分。”所以，第一个研究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红楼梦》中主
要人物的面貌、品行和性格，以及曹雪芹如此写的用意。

2、《红楼梦》是清朝作品，其中免不了有关古诗词，这些古
诗词，或风流婉转，或立意新颖，或沉着稳重，或词藻警人。
如《第三十八四林校向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
潇湘妃子作的《问菊》，“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
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



归蛰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其中不
仅有些字不认识，而且诗意也不懂，故此目的为了解“红楼
诗词”，进一步读懂古代诗词。

3、《红楼梦》中主要讲述了宝、黛、钗的三角恋关系，此故
事发生在贾府、大观园中，贾府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一点，
从文中吃的、穿的、玩的、用的、戴的，处处都能体现出来，
同时也反映了清代贵族家庭的生活，以及兴亡衰败。可以用
这两句形容：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所以这第
三个目的是了解贾府生活，从各类活动上品味曹雪芹对封建
统治的强烈批判。

4、《红楼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女性当人，歌颂女性。
因为在此之前的小说把女性不当人，认为女性就是一种交配、
生育的工具。男人不把女人放在眼里，称之为“贱x”，但《红
楼梦》不仅仅是女性代表，还歌颂了女性，以林、薛二人为
例，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是平等
的，当然，包括主仆之间。那么这个研究目的就是看清“红
楼思想”，揣摩并学习其中写作思想。

二、组织过程

1、读《红楼梦》，与妈妈共同探讨。闲时，会不时的给妈妈
讲一两个其中的故事，共同思考其中的人物思想。

2、听电视上著名红学研究家周岭老师的讲座――“七品红
楼”，观看“红楼梦中人”中选手表演，以更深刻的了解红
学。

3、上网查询有关红楼梦的知识，并创办“红楼之家”博客，
与网友畅谈红楼。

三、研究成果



1、人物

在《红楼梦》中，除却著名的金陵十二钗，其他有名有姓的
人物就有400多个，这么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
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绝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即
便在同个人的塑造上，也是一人千面，令人叫绝。

林黛玉，林如海与贾母的女儿贾敏之女，从小体弱多病，加
上有点儿小心眼，比较多心，所以会“病如西子胜三
分”，“娇袭一身之病”。曹雪芹把她的绝代姿容与西施联
系起来，拥有富有魅力的西施式的清瘦之美。然而，使她更
具艺术魅力的，是她丰富且优美的精神世界。她不是一个平
凡的女子，她聪明，诗思敏捷，但太过于敏感，也许是她聪
慧以及不幸的身世。虽说如此，但黛玉也并非心胸狭窄，耍
小性儿的人，她“冰心玉壶”，谦和。她的才学更是不可低
估的。她独特的见解，丰富的想象力，使她在众多诗会中夺
魁。还有一点，她是带有叛逆的才女，也正是曹雪芹赋予这
一形象的原因，是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其实黛玉许多泪，都
是为当时黑暗的社会所流的。

贾宝玉，贾母的孙子，贾政与王夫人的二儿子，因长相清秀
出世时嘴里衔着“通灵宝玉”，且又聪慧异常，于是被荣、
宁两府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受贾母溺爱，淘气异常，顽劣不
堪。其身上有两个陋习。一是喜好男宠，也就是有同性恋倾
向。养男宠是明清社会一些上层士大夫的陋习之一，是一种
极其恶劣的变态行为。书中薛蟠、贾珍、北静王等都有此陋
习。贾宝玉的此陋习体现在他与几个人的关系――蒋玉菡、
秦钟、柳湘莲。其二是多情，爱吃人家的胭脂。虽说他深爱
黛玉，但是他先前与袭人、晴雯、鸳鸯、金钏儿更不用说，
以致香菱、平儿，都套近乎。宝玉有陋习，但更重要的是他
平等待人，尊重个性，崇尚自由。他不肯谈“经济学问”，
他认为这是“混帐话”。还有他性格丰富，多情多思，无事
忙所以说他的品行既可笑又可爱又可叹。



薛宝钗，薛姨妈之女，薛蟠之妹，也是后来贾宝玉的妻子。
薛宝钗出身在“书香继世人家”，是大观园中受封建礼教残
害最深的女子，与叛逆的黛玉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薛宝钗见
多识广，阅历丰富，惜春画大观园，她主动提出了真知灼见，
又是排笔，又是染料，又是选纸，显示出她多才多艺的另一
面。湘云为办诗社发愁的时候，她主动帮助湘云办酒席，拟
诗题，加上她为人憨厚、谦和、大度、宽容，使湘云常
说“这些没有一个比宝姐姐正好的了!”虽然宝钗品格较好，
但从她对金钏之死的冷酷，及听到两个丫鬟的私情话，怕她
们怀疑自己，往黛玉身上推的小伎俩等，暴露了她本质的一
面。

《红楼梦》中最难辨好坏是非的人物形象就是王熙凤。王熙
凤，确实是书中最生活化、最生动、最丰满的一个形象。她
古代三从四德的女子。黛玉初进贾府，初识凤姐，也曾疑惑：
“这些人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
放诞无礼?”在读《红楼梦》的时候，读王熙凤的段落，最好
玩，最易懂，如果没有凤姐这个形象，《红楼梦》会大失颜
色。人们称王熙凤为凤辣子，她的确辣，管理荣宁两府，显
然是个“女强人”，还要管着“琏二爷”不能越轨，导致了
尤二姐悲惨命运。王熙凤，在有些时候，真的是“是是非非
不好分辨”。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各有优缺点，更体现了深刻的思想性。

2、再说说“红楼饮食”。

在红楼梦中，免不了各种美食，当然，曹雪芹也是对这些饮
食下了功夫，写得让人仿佛亲临其席。如“赏桂吃螃蟹”那
一回，从螃蟹的价格，大小，煮好放在蒸笼里，吃的时候不
可多拿，须趁热吃，体弱的人只能尝点夹子肉，还得喝小口
烧酒，还要倒些姜醋等，无不写得头头是道。再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那一回，各色点心――螃蟹馅儿的小饺，牡丹花
样的小糕，酥油卷儿，各种糕。还有刘姥姥吃的'、用十几只



鸡配的“茄子”、鸽子蛋等许多菜肴。还有写喝茶，光茶名
就提过不少，什么“老君眉”、“六安茶”等。在“栊翠庵
茶品梅花雪”这一回当中，作者把妙玉怎样沏茶，以及喝茶
的感觉，表现得十分精彩动人，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
如用“旧年的雨水”，用“梅花上的雪”来泡茶，口感很好
感到舒服无比。总而言之，《红楼梦》令人耳目一新的把一
个封建官僚大家庭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生动的展现在人
们面前了。

3、很有意思的作书风格

《红楼梦》中写入了大量的诗、词、曲、辞赋、歌谣、联额、
灯谜、酒令、谏文------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备众体”。
小说中人物所拟写的诗词作品，能诗如其人，一一适合不同
人的个性、志趣、修养。如前面提到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
宝钗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具有自己的风范、
特点。也可以说，从这些诗词上也能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
上坚持“追踪蹑迹”地忠实模写生活的美学理想。

《红楼梦》中，宝玉赠送黛玉两块旧帕，黛玉也悟出了他的
心，此帕也作为两人爱情故事的桥梁，但这手帕究竟有何深
意，经过探究，可以总结如下：1、手帕在古代应是作为定情
之物的;2、旧帕留有宝玉的体温、温情、体贴------;3、见
此帕如见人------;4、冯梦龙《山歌》“不写情词不写诗，
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拿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思)，
这般心事有谁知。”曹雪芹作书可能颇受冯式影响。

四、总结语

《红楼梦》是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文学巨著，它是中国
古典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红楼梦》
一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
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
俗人情。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



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全书的结构，新颖而奇巧，开篇就用了
五个回目，以神话故事，“假语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
作品置入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而改借用“真”“假”观念，
托言“梦”“幻”世界，使得整部小说按着这以假寓真的结
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生活世界”。人物描写更是
鬼斧神工。

《红楼梦》真不愧是一本巨著，一本“百科全书”。读红楼，
品红楼，韵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