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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幸多次现场聆听过特级教师

华应龙老师执教的数学示范课，如“圆的

认识”“审题”“角的度量”“分数的再认

识”“孙子定理”等经典课例，一次次感受

到华老师在课堂上引领学生自主发现、动

态生成，教师与学生在短短40分钟共同度

过一段重要的生命之旅，强烈地感受到华

老师的数学课已经远远超越了数学学科

本身。在“千课万人”全国生本课堂教学

观摩会上，华应龙老师执教了“三角形三

边的关系”一课，没有华丽的多媒体课件，

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境，只有简简单单

几根纸条，却演绎为一节真真切切的生本

课堂。

【片断一】“只差一点点，行吗？”

师：（实物投影出示三根纸条）孩子

们，请看这儿，三根纸条，如果每根纸条代

表一条线段，能用这三根纸条拼成一个三

角形吗？

指名学生上台演示。

师：孩子们，就从他刚才这么一围，就

让我感觉到我们四年（4）班同学前面的知

识学得非常棒。不过，好像还有点小问

题，你觉得哪儿还要调整一下？

指名学生上台调整。

师：我们看她调整哪儿了？

师：同意吗？

生：（齐）同意。

师：我喜欢这样的认真，就差一点点

都不行，必须是顶点和顶点相连。

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生：围不好就不是三角形了。

师：说得真好。这样围，才是真正用

上了这三根纸条的长度。

【赏析】三根纸条，请学生围三角形，

肯定会出现略有偏差的情况，华老师采用

先扬后抑的策略，真诚的表扬让全班学生

集体骄傲了一把。进而提出疑问“好像还

有点小问题，你觉得哪儿还要调整一下？”

并放大实物投影，让全班学生把细节看清

楚。学生自主发现需要微调的细节。华

老师认真地说：“我喜欢这样的认真，就差

一点点都不行。”说着，华老师把“就差一

点点”写在黑板上。“差一点点都不行”折

射出华老师引导学生研究三角形三边的

关系的同时，更是在教育学生一种认真做

事的态度，不失时机地给予学生人生智慧

的启迪。

【片断二】“只有两根纸条，怎么围成

三角形？”

师：现在你会围三角形了吗？打开信

封，把纸条拿出来，几根？别找了，就是两

根。用这两根纸条能围成三角形吗？

生：不能。

师：想一想，怎么办？

生：把其中一根剪开。

师：很好的想法。把其中一根一刀两

断，就有了三根纸条。（师示范）我们来个

比赛，看哪一桌的同学，围的三角形最标

准、最规范。比一比，哪个小组的同学完

成得最棒。时间30秒。

（学生操作，剪、拼三角形后展示与交

流）

师：想一想，为什么就围成了呢？有

没有想过三角形三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指名学生回答）

师：那位同学，我很佩服他。他围成

的三角形非常规范，他还说不能剪这根短

的。剪短的为什么不行？

（指名学生回答）

师：（示范）这样能拼上吗？为什么拼

不上？

师：我们刚才知道两根纸条，一长一

短，只有剪其中较长的那一根，才可以围

成三角形。这说明围成三角形的三条边

有什么特点？

生：红色两条边的和大于蓝边的长

度。

师：这两条边的和比第三条边短，行

不行？（不行）也就是说，两边的和大于第

三边。（板书）三角形具有这样的特点。

【赏析】华老师提供给学生的学具只

有两根纸条，而且几个小组动手操作的材

料还不一样。有的是两根不一样长，有的

是两根一样长。“只有两根纸条，如何围三

角形”，很显然两根纸条是围不成三角形

的，因为三角形有三条边。学生想到“可

以剪其中一根”。两根变为三根，一个微

小的变化，为学生自主发现三角形三边的

关系做了很好的铺垫，可谓匠心独运。

【片断三】“他真的围成了？”

师：两根一样长的纸条，剪开其中一

根可以围成三角形吗？

生：我认为不可以。

师：有不同意见吗？好，请你过来展

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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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展示：

师：我佩服你的勇气，坚持自己的观

点，为他的勇气鼓掌。

师：刚才你们都说围不成，他不是围

成了吗？

生：因为两边的和等于或大于第三

边，都能围成三角形。

师：同意的请举手。

（全班一半学生举手）

师：我为你们及时修改自己的观点感

到高兴。

师：（投影放大细节）我们再来看看他

围的这个三角形，你同意吗？

生：不同意。

师：你觉得哪儿需要调整？

（指名学生上台调整）

师：有没有不同意见？

生：现在左边又分开了。

（指名学生上台调整）

师：我很喜欢刚才我们同学这种认真劲

儿。就差一点点，究竟行不行呢？为什么？

生：我认为三角形是由三个顶点组成

的，它现在就差一点点，只有两个顶点就

不是三角形了。

师：纸条不是那么准确，可能有误

差。现在请你闭上两只眼睛，睁开你的第

三只眼，看一看，如果两根纸条是一样长

的，把其中的一根一刀两断，然后把它们

拼起来，还能拱得起来吗？有人说不能，

有人说能。我为这种说真话感到高兴。

师：好。孩子，我们一起来看大屏

幕。（动画演示）

师：什么时候才是顶点跟顶点完全重

合在一起？

生：跟另一条线一样平的时候可以对牢。

生：既然纸条不能，我觉得用点来试

试看。

师：不是用点，是用更细一点的线，是吗？

师：（多媒体动态演示）两根线段一样

长。

师：那你现在想想，两根纸条一样长，

能不能围成一个三角形？

师：三角形的两条边的和比第三条边

短，能不能围成三角形？两条边的和跟第

三条边相等的时候，能不能围成三角形？

什么时候能够围成？

生齐读结论：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赏析】拿两根一样长的纸条剪开其

中一根来围三角形是要通过操作验证“两

边之和等于第三边”，有的学生竟然围成

了一个三角形，他们对两根纸条的和等于

第三根也能围成三角形深信不疑！这显

然是纸条较粗的误差所致，但简单的解释

又难以使学生信服。这时华老师请几位

学生上台展示，有意让学生在这个知识点

上纠缠，然后借助于直观图形，并让学生

进行空间想象：较短的两根纸条的另一头

能接上吗？接头点在哪儿？从而让学生

理解接头点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学生

就对先前的想法进行自我否定。华老师

告诉学生：“学数学不能太相信眼睛。”有

时候往往要学会闭上双眼，睁开第三只眼

睛，懂得思考，懂得分析。

【全课赏析】

每一次听华老师的课，我都有深刻的

体会，那就是华老师真正放手于学生，以

生为本。特别是他视学生如朋友，平易、

谦和，尊重学生的观点，善于发现学生“不

同”的声音，保护他们的“独特”思维，鼓励

“出错”的学生，让他成为课堂的“明星”，

给每一位听课教师留下深刻印象。“三角形

三边的关系”一课把抽象的、富有逻辑的内

容演绎得如此形象、浅显，简约中彰显厚实。

1.尊重的课堂。

首先源于华老师对学生的爱和尊

重。课前，华老师和学生做了几分钟的交

流。他先告诉学生自己的姓名，从北京

来，然后问小朋友：“你们还想问老师点什

么呢？”学生们有的问：“老师，您的爱好是

什么？”有的问：“老师，您几岁？……”他

集中几个问题亲切地做了回答。在这融

洽亲和的气氛中，学生顷刻之间和华老师

亲近了许多，对陌生老师的害怕、疑虑全

烟消云散了，为下一步顺利地教学做了很

好的铺垫。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华老师对

学生的真挚的爱，就是这爱把学生吸引住

了。也正是华老师真爱学生，他才能包容

学生的“正确”与“错误”。

2.简约的课堂。

“三角形三边的关系”这节课非常简

约，材料简单，仅用一把剪刀、两张纸条为

载体贯穿了整节课的始终；环节也很简

单，三根纸条围成三角形→学生自主实践

发现问题→产生疑问→动手实践解决疑

问，得出初步结论（两边之和大于第三

边）→修正结论（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

边）。华老师的课是简约的，正如他自己

所说，好的课不需要很多的教学目标，旨

在让学生会学、乐学、善学。

3.厚实的课堂。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每一

位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人、发展的人、有

尊严的人，每一位学生的情感体验都得到

了华老师的关注。哪怕是一个极其简单

的动作，非常一般，其实还带着一些缺憾，

但这些带着缺憾的答案却获得了华老师

由衷的肯定与鼓励，华老师的表扬那么真

诚、热烈，感染着每一个人，让人心头暖意

荡漾。比如在课的开始环节，华老师说：

“三根纸条，如果每根纸条代表一条线段，

可以围成一个三角形吗？”当学生轻而易

举地围出三角形，华老师热烈地鼓起掌

来，并对全班同学赞赏道：“孩子们，就从

他刚才这么一围，就让我感觉到我们四年

（4）班同学前面的知识学得非常棒。不

过，好像还有点小问题，你觉得哪儿还要

调整一下？”学生按华老师严谨的要求对

三角形进行了调整。华老师认真地说：

“我喜欢这样的认真，就差一点点都不

行。”说着，华老师把“就差一点点”写在黑

板上。他总是充满着爱心，热情洋溢地欣

赏着学生的长处与成功，他总是绽放着和

蔼可亲的笑容对待每一位学生，他指出问

题时认真严肃而又诚恳，并且会将自己为

人处事的一些感悟巧妙渗透给学生，让学

生思考。所以他的课堂是厚实的，学生的

学习已经远远超越数学本身。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自我实现

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其成

就，因为这些成就是人格放射出来的现

象。”让我们每一位数学教师学会在课堂

上落实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人的发

展”，关注学生们的人格发展，关注学生们

在学习中形成积极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让生命的色彩在数学课堂中亮丽跳跃！

（责任编辑 贾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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