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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不断地“淘沙”,不断地将知识层层由表及里地剖析,暴露思维发生发展过程,经历知识的产生过

程,从而最终“收获黄金”－－建构属于学生自己的数学知识。关注经验,暴露概念的形成过程；相机诱导,暴露规律的探索过

程；鼓励争辩,暴露结论的完善过程；尝试错误,暴露错误的纠正过程。只有让学生亲历数学,暴露思维发生发展过程,才能真正

“触摸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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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数学教学一直停留在传授知识型的教学模式上。

教学中,过于强调对数学概念、法则、性质、公式的灌输与

记忆,忽视了对这些知识的产生、发展、形成和应用过程的

揭示和探究,不善于将知识中蕴藏的丰富的思想方法加以暴

露,学生学到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知识。著名的儿童发

展心理学家波利亚指出：“要让学生看到数学建造过程中的

‘脚手架’,而不是数学的现成品”。《数学课程标准》也明

确指出：“数学教学不仅要教给数学知识,而且还要揭示获取

知识的思维过程,后者对发展数学能力更为重要。”教学中,

应引导学生不断地“淘沙”,不断地将知识层层由表及里地

剖析,暴露思维发生发展过程,从而最终“收获黄金”－－建

构属于学生自己的数学知识。 

1 关注经验,暴露概念的形成过程 

学习内容来自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生已有经验的基础

之上学习,可使学习更有效。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

已有的经验,不失时机地创设与学生生活环境、知识背景密

切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逐步完善原有的粗浅认

识,体会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教学《圆的认识》时,

在日常生活与活动中,学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关于圆的

经验：他们在生活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圆,从课外书、电视媒

体上也能了解到有关圆的知识。所有的活动,都使他们获得

了有关圆的最初步的观念,虽然这些概念是非正规的、不系

统的,甚至是模糊的、错误的,但都为他们学习圆奠定了必要

的基础。因此在探究圆的相关知识前先让学生借助圆规试着

画一个圆。画完后,让学生猜一猜“有的同学画的不够理想,

他可能在哪里出问题了？”有的学生说“他可能拿圆规不规

范,没有捏住圆规的把柄”；有的学生说“可能带针尖的一端

移动了”等。总结完画圆存在的问题后,再让学生想办法使

全班同学画出的圆一样大,让学生感受圆的大小与半径有

关；接着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圆。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不断地利用原有经验背景对新的数学现象作

出解释、进行加工,学生建构的不是书本上的静态的知识,

而是充满灵性的数学,是学生自己的数学。 

2 相机诱导,暴露规律的探索过程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把掌握知识的过程比喻为建筑

一幢大楼,那么教师应当提供给学生的只是建筑材料,真正

的建筑师是学生自己。”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教师的

“教”是为了诱导学生的“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提供适

合学生探究的“建筑材料”,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索新知识,

不断产生“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再通

过追根寻源的探索,发现新规律。 

例如,教学“能化成有限小数的分数的特征"时,课始,

教师就很神秘地请学生考老师,让学生随意说出一些分数,

教师很快判断出能否化成有限小数,并让两个学生用计算器

当场验证,结果全对。正当学生惊奇之时,问：“你们想不想

知道老师的秘诀呢？"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想"。从而创设

了展开教学的最佳情境。紧接着出示一些分数 1／2、1／3、

1／4、1／5、1／6、1／7、1／8、1／10、1／25 让学生化

成小数,猜：“这个是秘诀存在于分数的分子中呢？还是存在

于分数的分母中？为什么？”当学生观察到规律存在于分母

中。追问：“能化成有限小数的分数的分母有什么特征呢？"

学生兴趣盎然地议论开了：有的同学说分母是合数的分数,

但 1／6 不能化成有限小数,而 1／2 却又能化成有限小数；

有的同学又说分母应是偶数的分数,但 1／6 不能化成有限

小数,1／25却可以化成有限小数……在学生迷茫时,再启发

学生试着把分数的分母分解质因数,从而发现了能化成有限

小数的分数特征。正当学生颇有大功告成之态时,教师又不

失时机地指出8／24与6／24,为什么分母同是24,化成小数

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学生的认识又激起了新的冲突,从而

再次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思考,自己发现了必须是“一个最

简分数"这一重要前提条件。学生在知识内在魅力的激发下,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认知冲突,主动地投入到知识的发生、

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尝到了自己探索数学规律的乐趣。 

3 鼓励争辩,暴露结论的完善过程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辩确定的。”没有争辩,就无法

“别同异”、“辩是非”。课堂是生命交流的驿站,是思维碰撞

的舞台。面对着一个个有血有肉、充满个性的学生,教师应

当充分相信学生,尊重他们的个性,相信他们的潜能,满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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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为学生创设交流、讨论的机会,鼓励争辩,让他们敞开心

扉,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在情感的互动中,在思维的碰撞中完

善结论,享受学习的乐趣。 

在学习“分数的认识”时,一位教师给学生提供下面的

争辩话题：把一个圆分成两份,每份一定是这个圆的二分之

一。一场激烈的争辩开始了。甲方代表把手中的圆平均分成

两份问道：“我是不是把这个圆分成了两份？”乙方：“是。”

甲方举起其中的半个圆,问：“这份是不是圆的二分之一？”

乙方：“是啊。甲方咄咄逼人：“既然是二分之一,为什么不

同意这种说法？”乙方转守围攻。乙方代表顺手从圆形纸片

上撕下一块,高举着分得的两部分质问：“这是分成两份

吗？”甲方：“是。”乙方举起小小的一份：“这是圆的二分

之一吗？”甲方底气不足：“不是。”乙方咬住不放：“既然

不是二分之一,为什么要同意这种说法呢？”甲方心服口服。

这时,教师从幕后走到台前：“祝贺乙方同学,同时也感谢甲

方同学。因为有了你们的发言,才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有意义

的讨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更深刻。你们敏捷的思维,

善辩的口才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暂

时的失败者,你们都是成功者,都应感到自豪。”课堂上响起

了掌声。学生在争辩中不仅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而且从

同伴的身上学到了勇于挑战、善于学习的态度和技巧,学会

倾听、接纳与欣赏。教师几句简单的鼓励,让胜利者的脸上

洋溢着体验成功的欢乐；让暂时失败者找回了面子。在交流

中,经验得以分享；在质疑中,知识得以确证；在补充中,意

义得以拓展；在争辩中,结论得以完善。 

4 尝试错误,暴露错误的纠正过程 

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拘泥于时时提醒学生不要出错,

生怕学生出错。次次的提醒和对学生错误的层层设防,把学

生的错误连同创造的可能一起掐死在萌芽中。社会心理学家

曾指出：“我们甚至‘期望’学生犯错误,因为从错误中吸取

教训,便可争取明天的成功。”学生探索新知的过程往往不是

笔直的,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的个性化教育观来看,过去那种看似一帆风顺的课未必就是

好课,因为其把学生的错误“隐藏”起来了。“剥夺学生犯错

误的权利就等于限制他们自由的意愿。”所以,不掩盖学生的

错解,相反,应让学生暴露错解,有时甚至教师故意出错,让

学生分析错误的原因,学生就能从反面吸取经验教训,迅速

从错误中走出来,从而纠正错误,增强辨别错误的能力,同时

也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课堂是学生展示激情、智慧与个性的大舞台,暴露

学生思维发生发展过程能促使学生思维活跃,学生每一次小

小的发现都表达着他们对数学学习个性化的体悟与创造；每

一次小小的补充,都见证着他们数学经验的蕴育和理解能力

的提升。只有让学生亲历数学,暴露思维发生发展过程,才能

真正“触摸数学”,建构属于自己的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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