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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数学教学对话 

高志军 (江苏省通州市石港中学 226351) 

“说”是数学学习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对 

数学情景进行描述，用自己的语言对数学的概 

念、定理、法则、定义等作出解释，向老师和同学 

准确的提出问题，与老师和同学进行讨论，学会 

提问、答问、论述、证明和反驳 ，作出有关数学活 

动的口头或书面报告，都涉及到“说”的技能．数 

学教学活动应十分重视教学对话，使学生乐说、 

会说、善说，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1 数学教学对话的认识 

“对话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 

数学教学对话是以数学知识为载体，数学思想 

方法为话题，师生共同去生成或创造“文本”，不 

断置疑、探究、尝试、发现，以语言交流为主要形 

式的教学活动．数学教学对话是师生情感交融、 

心灵沟通、思想对接、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一 

种教学活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A·班图拉的“交互决定 

论”认为：“人的心理机能是由人、行为和环境这 

三种因素之间连续不断的交互所决定．因此， 

学习不可能是由学生个体内部因素或教师、教 

材等外部环境单方面所决定的，必须通过互动 

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学习．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数学对话，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1 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语言是思维的一种 

载体”．数学语言是高度具体化、高度抽象化的 

语言，培养学生善于进行普通语言和数学语言 

的转化，不仅能使学生正确掌握数学知识，建构 

自己的数学体系，而且能使学生更加明确数学 

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使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 

系与区别更加清晰．学生通过数学语言的对话、 

交流，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正确地叙述知识，解释 

知识所揭示的本质属性，这是学生深刻理解数 

学知识的一种标志．平时，数学交流中，我们十 

分重视学生的书面表达即“写”的交流，因为学 

习数学的方法是做数学．事实上仅写不说的交 

流缺乏激情，也不易激发灵感，仅说不写的交流 

可能产生表面化或简单化．只有当说写并重，说 

写有机结合的对话，才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深化学生学习数学 

的积极性． 

1．2 创设平等民主开放的教学环境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认为“数学教 

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 

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学是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互 

动．教学对话是实现这种理念下的交往互动的 

重要方式和手段．真正的教学对话必须讲究平 

等、民主、开放．因此，我们教师要更新观念 ，实 

现七大转变：由重传授知识向重学生发展的转 

变；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的转变；由重结 

果向重过程的转变；由单一信息交流向综合信 

息交流的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融洽的转变； 

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放下教师权 

威架子，“蹲下来看孩子”，尊重学生，做到在对 

话过程中人人平等．学会倾听、敞开心扉虚心接 

纳每一个学生的建议和提问，善于捕捉学生思 

维的闪光点，在对话交流中适时引导、适度点 

拔、真诚帮助，创设愉快自主、宽松民主的对话 

氛围． 

2 数学教学对话的实施 

2．1 创设氛围，实现复述对话 

对于学生来讲，仅看仅听或仅做，很难准确 

的把握理解数学知识，很难使思维自然流畅．语 

言表达是数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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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许多数学知识的语言表达都代表了知识 

产生的条件，是相应事物在数或量方面的发生 

发展过程的一种抽象．因此，数学教学，尤其是 

数学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教学，不应是直接的 

灌输或传授，应创设学生与教材、学生与学生、 

学生与教师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话氛围，让他们 

通过集体复述对话，或学生个体间的交流，直接 

把握概念、理清思路、体验方法、习得技能、获得 

能力． 

例 1 函数单调性概念的教学 

在学生认真看《数学》书 P57—59页的内 

容后，组织讨论对话．通过学生复述概念、相互 

补充、相互校对、仔细体会，在对话交流中真正 

把握单调性概念之中的几个关键 ：(1)由“属于 

定义域 ，内某个区间”，明确了单调区间是函数 

定义域的子集，并由学生举例说明这种关系； 

(2)“任意两个自变量的值 、 ：”中的任意性； 

(3)“当 。< ：时，都有f( )<f( ：)或都有 

)> ：)”中的“都有”的含义． 

让学生将单调性的概念与书 P59页例 2、 

例 3进行对比，进行讨论发言，通过学生复述对 

话 ，师生共同探讨 ，学生进一步明确了概念中实 

质上含有解题的操作程序： 

① 设某个区间上的任意两个 自变量 、 

2 ，且 1< 2 

②作差 厂( ：)一 ) 

③ 变形将f( )一f( )通过适当变形化 

归为含因式 ：一 的积的结构 

④ 判断f( ：)一 )>O(<0) 

再让学生做书 P∞页第5题变题：判断函数 

)=一 。+1( ∈R)的单调性，并提供充足 

的讨论时间，让学生交流、对话．从而真正体会 

和理解判断函数单调性的关键步骤——变形的 

具体过程和意义． 

2．2 激发主动，实现质疑对话 

数学教学对话常常是以一定的问题为出发 

点，通过寻找、选择一定的方法，调控、提炼数学 

思维，使问题获得解决，最后再以一定的语言将 

整个问题的解决过程表达出来．学生学习数学 

时，大量的疑问不是在听的过程中，而是隐含在 

学生的练习、阅读、讨论等学习过程中，学生 自 

己发现的疑难问题才是他急需解决的问题，这 

些问题充实到教学活动中，通过对话获得解决， 

学生获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不仅仅强 

化了学生学习数学主体作用，而且给学生创造 

了勇于质疑、敢于问疑、善于答疑的教学对话氛 

围． 

例2 笔者在概率统计的一堂习题课上， 

讲过部分习题后，让学生进行总结、讨论、提问． 
一 学生提出自己在做课外练习题时，遇到一道 

不理解题意无从下手的试题：容量为 100的样 

本，分成十组，前七组的概率之和为0．79，后三 

组的概率成等比数列，求后三组中概率的最大 

值．问题提出后，让全班学生进行讨论，逐句分 

析理解题意，梳理样本、容量、概率、等比数列、 

最大值等相关知识、概念．通过师生交流，对话， 

明确了(1)分成十组，则每组至少一个样本；(2) 

本题的概率是各组样本的个数与总样本容量的 

比值，这是解题的关键；(3)前七组概率之和为 

0．79，则后三组样本之和为 21；(4)21个样本分 

成三组概率成等比数 ，且有最大值，可以设第 

八组样本的容量为 1，通过数列求和公式，可以 

得出公比为4，则第十组样本容量为 l6，即后三 

组中概率最大值为 0．16． 

2．3 留有时空，实现反思对话 

数学教学活动不会因课时的结束而结束， 

应是学生充分反思、不断总结基础上的再学习、 

再创造的活动．当教师讲解结束或同学问交流 

结束后，让学生个体进行自我学习行为的检测、 

分析，剖析自己在整个学习活动中的得失，自我 

总结方法形成观点，自我反思过程锤炼思维，自 

我梳理知识完善体系．平时的教学活动应给学 

生提供反思的时间，对学生在反思过程中的各 

种疑问要创设对话交流的时机，使学生形成善 

于反思、有疑则问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侈0 3 设 0∈R，函数f( )=口 + 一n 
< 

(一1≤ ≤1)，当I口I≤1时，求证 ：l 戈)I≤ ． 
一  

笔者在评讲该题是，采用了常规思路，对参 

数 口进行分类讨论：分 n=0、一1≤a<0、0<口 

≤1三类情况运用二次函数配方的方法进行证 

明．评讲结束后，留下时间给学生反思总结，学 

生在反思探索中，提出了另外两种较理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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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种解法是分离参数法： =±1时，结论 

显然成立； ≠±1时，口= 时，因为 一l 

≤o≤1，所以，一1≤ ≤1，又因为 一1< 

<1，所以， + 一1≤
．
厂( )≤一 + +1，而 

后再配方，获证．第二种解法是巧用绝对值不等 

式的性质：l )I=I a( 一1)+ I≤l a I l 。 

一 1 I+ I l≤ l 2—1 I+ I I= 一 + I l+l= 

一 (I l一告) + ≤ ． 

2．4 师生互动，实现探究对话 

探索是教学活动的生命线，离开了探究对 

话的数学教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对话 ．探 

究对话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师生互动、交往的基 

础上，而这种互动是情感互动，即在教学活动中 

师生心理相互悦纳、碰撞，达到心理共振 ．在师 

生双边互动的探究活动中，学生经历了发现、尝 

试、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始终具有审视反思、 

生疑质疑、分析探究的内心指向，自身的解题体 

会与他人的解题经验不断渗透融合，汲取知识 

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而强化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锤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例4 在高三数学复习一堂试卷评析课 

上， 有 一 道 填 空 题： 设 P = 

2蒜4 6 2n，Q=√ 2n测P、Q × × ×⋯× ’Y一 +1’ q‘、Y 
的大小关系为— — ． 

学生答案都是 P<p．笔者备课时进行了 

多方面的研究，未能获得本题的证明，仅能用特 

值探路、合情推理、得出结论进行解答．但是学 

生提出了仅验证 n=l、2时，P<p，会不会有 

P≥Q呢?如果 P<Q成立，又如何证明呢? 

问题提出后，师生互动一起探索，下面是解决这 

道题的对话实录： 

师：Q含根号，而 P不含根号，怎么办? 

生 ：平方，即证 P <p ． 

师：但 P2结构较繁，而 9 则较简单，又怎 

么处理? 

生：变形，即证 P< ： 

l×3×⋯ ×(2n—1)． 1×2×4×⋯ ×2n 

2×4×6×⋯ ×2n 、3×5×⋯ ×(2凡+1) 

(*) 

师生一起观看此式，发现左右两边不对称． 

生：可以将右式分子的 1去掉，使结构对 

称． 

师：至此，又怎样处理呢? 

生：分块，左边= 1×寻××⋯× ， 
^  2 4 2凡 石 迈  

3-×了 ×⋯×丽  

因为 <了2
，寻<导，⋯， < 

所以不等式(*)成立，问题得到解决． 

多精彩简单的证明，没有这样的探究对话 

的教学，会有数学和谐简洁美的感受吗? 

语言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数学教 

学对话 ，学生用数学语言明确地将思想表达出 

来，重复和显化了学生自身内部思维，学生的主 

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同 

时，师生平等的教学对话促进了教学相长、师生 

共同发展．因此，教学对话将是新理念下数学教 

学的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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