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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新思维

心密切相关的内容!可把握其与中心

的联系点!引导扩充!以形成与中心

的对应点!加深对中心的理解"如#麻

雀$一课结尾处一句话是%我急忙唤

回我的猎狗!带着它走开了" &这里留

下一个空白’老麻雀和小麻雀怎么样

了( 如果引导学生想象)推理补充画

面! 设想老麻雀和小麻雀的结局!就

调动了学生的创造思维!促进学生对

课文中心的深入理解*
六!重视过程"#活$化教材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材料!需要教

师和学生能动地+个性化去解读" 生

活是教材的源头活水! 它是动态的!
因此教材不是凝固的!它是可以开发

生成的" 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

教学的过程" 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

,活动&!要以学生的感悟代替教师的

分析!变读书)答问的单调形式为课

堂 上 丰 富 多 彩 的 语 文 学 习 活 动’讨

论)表演)展示)欣赏)评价等!让学生

与教材中的人)物)事对话!让学生的

思维活跃起来- 托尔斯泰的.七颗钻

石$是一篇简短的童话故事!它歌颂

了崇高的爱心- 在教学时!一位老师

要求学生排演课本剧- 于是!课堂里

或三四人合演!或一人独演!学生在

演练的过程中深切地理解了小姑娘

的爱心-而后老师又要求学生充分发

挥想象!改编课文中间部分- 有的设

置了一个小男孩也去找水的情节!有

的虚构了小姑娘昏死过去又被神仙

救活的内容!有的想象了七个孩子甘

愿 献 身 战 胜 妖 魔 求 得 大 雨 的 故 事

/0看看作家的文章!读读自己的作

品!学生对童话想象丰富奇特的特色

感受得更加深刻了-"#$改编课文!其实

也是对教材学习的过程-不但能使他

们展开思维的翅膀!深化对课文的理

解!而且能使教材,活&起来- !
参考文献%

!"#!$# 黄 桂 林 %重 视 想 像 训 练 引 发 创 造 兴

趣&’#%河北教育!())"*+"(,%
&(# 傅南轩%充分发掘语文教材的创新因素

&’#%江西教育!())(*+"-,%
&./ 孙向云*杨雪莲%创造性地使用语文教材

&’/%教学月刊+小学版,!())0*+(,%
&0/ 崔广诚%挖掘教材创造因素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1/ 金坤荣%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现代语文

"理论研究版#!())0*+0,%

作为教师!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

几十个小学生-他们能够说出许多我

们意想不到的语言!做出我们不曾想

象的事件1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

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连教师也不一

定完全想透!或者出一个妙解+错解!
出乎教师预料!误导当然不行!反复

的空泛说教也很难奏效-教师要有一

定的思想深度!才能摸准变式问题的

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化错误为正

确!化迷糊为清晰1才能适时运用类

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阐述!化抽象为形

象!化深奥为浅显1才能敏锐地发现

学生思维火花加以提升!鼓励学生的

创见! 吸引更多学生参与数学活动1
才能使有思想的设计变成高质量的

教学活动-
一&#错误$是一种资源

错误也是一种资源!如果能够很

好地挖掘! 其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我 曾 经 不 止 一 次 地 告 诉 我 的 学 生 ’
,要做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错误

并不可怕!你的错误使所有的人引以

为戒!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你应该是

捕捉数学课堂生成性资源例谈

张秋爽

!北京市顺义区教育研究考试中心 !"!#"""

!摘 要" 课堂是精心预设与生成的辩证统一$ 课堂上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内容!善于捕捉就能成为资

源%错误是一种生成资源!能升华学生的思考&’意想不到(是一种资源!能提升学生的解题策略&与

众不同是一种资源!能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突破学生的思维定势&习题是一种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应

用意识!诠释了数学的价值$
!关键词" 数学&课堂教学&习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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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 "
课堂上经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

的事情#如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却出现

了!这就要求老师挖掘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变不利的因素为师生共同发展

的情境!
在学习$分数的初步认识%一课

时#我让学生用一张正方形纸#折出

它的 !
"
!

生 !& 我把正方形纸上下对折#
再对折#打开后#每一份就是正方形

的 !
"
!

生 #& 我把正方形先上下对折#
再左右对折#打开后#每一份就是正

方形的 !
"
!

生 $& 我把正方形先上下对折#
然后连接长方形的对角线’# 条(#每

一份就是正方形的 %
"
!

生 "& 我把正方形先对角折#再

对角折#打开后#每一个小三角形就

是正方形的 !
"
!

)*
生&我把正方形的四个角往中间

折#和起来正好是正方形#打开后#其

中的一个小三角形’阴影部分(是正

方形的 !
" + 如图&

师&你们也这样认为吗, 学生默

默无语! 过了一会儿**

生 !& 我感觉是小正方形的 !
"
#

是大正方形的 !
& !

师&你们是怎样想的呢,
生 #&我认为四个小三角形面积

之和与中间的正方形面积一样大#也

就是说#中间的正方形可以分成四个

小三角形#大正方形可以分成 & 个小

三角形! 所以#小三角形是小正方形

的 %
" #是大正方形的 %

& !

这种做法老师备课时也想到了#
只是不知在何处出现比较恰当#万万

没有想到在处理学生由于粗心犯的

小错误中得到圆满而又自然的展示#
这一环节也因此成为本课教学的一

个亮点#学生的错误真是教学的资源

和财富啊-这位同学虽然开始有点粗

心#可是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好的

学 习 机 会#让 我 们 懂 得&单 位 .%"不

同#相同的部分所表示的分数也就不

同+我们还要感谢他呢-所以#同学们

上课不要怕说错了/做错了#那是在

给大家创造思考和学习的机会!
作为教师#要把错误当做资源来

开发与利用#使师生得到.双赢"!
二!"意想不到#是一种资源

在第八册小学数学课本中#我们

学习了.鸡兔同笼"问题!这类应用问

题的解法很多#教材上要求用列表法

和画图法解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

这类问题都能用画图法解决!
有 " 分 邮 票 和 & 分 的 邮 票 共 ’

张#总价钱是 () 分! " 分和 & 分的邮

票各几张,
这道题也是$鸡兔同笼%问题!
小朋友们用画图法解题#感觉到

很费事! 需要在先画 ’ 个圆圈代表 ’
张邮票#然后先在 ’ 个圆圈上分别画

上 " 条小横线代表 " 分# 再根据题

意#给 ) 个圆圈分别加上 " 条小横线

表示 & 分#这样画起来#很麻烦!
一贯有独特思维的孟可开始提

出了质疑&.老师#这道题用画图法腿

太多#有没有更简便的画图方法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的同学都附和

着# 老师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0提出一个问题往

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1你们几

个小组讨论一下#看哪组能提出简便

的画图方法, "
同学们开始寻求新的解题策略#

这个苦思冥想的过程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破茧而

出"时的美丽与喜悦也是人终身难忘

的! 开始汇报结果时#仍有许多小组

中的孩子激烈地讨论解题的思路!张

帆的解法映入眼帘!
请看# 这道题有 ." 分邮票和 &

分的邮票共 ’ 张#总价钱是 () 分! "
我想#" 分/& 分/() 分它们都是 " 的

倍数# 可不可以把它们都缩小 " 倍#
用画图法解决呢, 有了大胆的猜想#
我们开始行动! 把原题转化为.有 %
分邮票和 # 分的邮票共 ’ 张#总价钱

是 %" 分 ! % 分 和 # 分 的 邮 票 各 几

张, "其实#% 分邮票的张数就是 " 分

邮票的张数## 分邮票的张数就是 &
分邮票的张数!

画图求解&
’%(先 在 纸 上 画 ’ 个 圈#代 表 ’

张邮票# 然后在每个圈上画一条线#
代表 % 分! 一共画了 ’ 条#是 ’ 分!

’#( 再在 ( 个圈上画另一条线#
这样一共是 %" 分!

所以#" 分的邮票有 " 张#& 分的

邮票有 ( 张!
当大家理解了张帆的做法后#老

师追问&.这样的解法运用我们学习

的哪些知识和数学方法, "
生 %&这样的解法运用了商不变

的性质#使复杂问题简便化!
师&说得非常好#这就是数学的

价值所在! 用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
生 #& 这 是 一 种 减 半 的 思 维 方

法# 这种方法也能使烦琐问题简单

化!
师&你的发言在暗示我们#考虑

问题要抓住思考问题的角度!
生 $&这种解法还运用了变中抓

不变的数学思想#让我们能透过现象

看本质!
师& 数学思想方法是解题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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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方法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才是最

有价值的知识#
生 !$老师!老 师!我 有 问 题!变

中抓不变的数学思想!我明白!为什

么偏偏 " 张邮票不缩小 ! 倍呢%
师$谁能解答这个新问题%&老师

把问题推给了大家’ (
生 #$这 里 的 " 张 就 是 商!商 不

变!所以 " 不用除以 !’
生 $$" 张和 % 分"& 分"#$ 分不

是同一个量!所以 " 不用缩小 % 倍’
生 ’$ 如果把 " 也缩小 % 倍!邮

票就不是整张的了’
听了同学们的解答!大家都明白

了其中的道理’
呦) 原来如此!学生建构知识是

具有差异的’ 思维不同!认知风格不

同!想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 教师要

抱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去接纳孩子的

想法! 从而达到把握孩子的认知起

点!了解学生思维的层次’
这里的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生

成了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变中

抓不变的思想! 也就是减半思考法’
通过质疑+解疑!学生收获了方法性

的知识! 教师收获的则是意外的惊

喜’ 资源随处都在!就看你会不会及

时捕捉’
三!"与众不同#是一种资源

学生的差异是课堂上的资源!课

堂上学生不会只是一种思路!与老师

具有同样的想法,教师也不能穷尽学

生的所有的想法’对于与众不同的思

维方式!教师要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化

底蕴!在短时间内!做出最恰当的应

答’
如$有 ’ 个梨!又买来 # 个!把这

些梨放在 ( 个盘子里!平均每盘放几

个%
第一种$顺序操作&常规做法(!

只有两步$
&)(’*+,)-&个(

&-()-.(,!&个(
学生操作完学具后追问!可不可

以把每个部分分别去分呢% 试一试!
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第二种$ 用 ’ 个!代替 ’ 个梨!
放在 ( 个盘子里&一个一个地分(!平

均每盘放两个余 ) 个,再用 + 个!代

表 + 个梨!放在 ( 个盘子里!平均每

盘放 ) 个余 - 个!把余下的 - 个和余

下的 ) 个和起来! 放在 ( 个盘子里!
平均每盘放 ) 个’ 这样每盘放 ! 个’

解答$&)(’.(,-&个(--)&个(
&-(+.(,)&个(---&个(
&((-*),(&个(
&!((.(,)&个(
&+(-*)*),!&个(
第三种$有 ’ 个梨放在 ( 个盘子

里!平均每盘放 - 个余 ) 个!剩下的

) 个梨和 + 个梨合起来是 $ 个!放在

( 个盘子里!平均每盘放 - 个’ 这样

每盘放 ! 个梨’
解答$&-(’.(,-&个(--)&个(
&-()*+,$&个(
&(($.(,-&个(
&!(-*-,!&个(
由此可见! 在操作学具过程中!

分步操作对于打破学生已有的思维

定势!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起着重要

作用’第二种"第三种都是分步操作!
虽然计算的步骤比顺序操作多!但至

少有 ! 个优点$
&)(能够从生活实际出发!不仅

把数学问题生活化!而且能把生活问

题数学化’
&-(余数继续参与运算’
&((解题思路有独创性!思维含

量高’
&!(运用了变中抓不变的思想’
四!"习题#是一种资源

数学课堂是思维的课堂’课堂上

经常出现老师备好课!把学生所能回

答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考虑!但还是经

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解题思路!
这些也为数学课堂提供了资源!使师

生在思维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
在学习.克+千克/的认识时!老

师给学生一些实物’ 如土豆+菜头等

东西!老师称好了是 & 千克’
菜头 & 千克!是 ! 个!两个大的!

两个小的,土豆给了十几个’
学生表现是有差异的’
生 )$我们组把土豆一个一个地

往称上放!直到称到 ! 千克为止,
师$有哪些组是这样称的% 还有

不同的方法吗%
来!你们来说一说!说一说你们

组为什么那么快%
生 -$ 我们组先把土豆数一数!

一共是 -& 个! 我们就拿出 )! 个!放

在称上称一称’ 多了一点!我们就拿

走 ) 个大的!换一小的’
我们组是给了菜头! 两个大的!

两个小的’ 我们就想应该放一个大

的!一个小的!就应该很接近 ! 千克’
结果!我们一称!果然如此’

孩子眼中的世界有许多独到之

处! 他们的许多见解极富独创性!常

令我们耳目一新’ 作为教师!我们有

责任保护这种独创性!多试着从学生

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感受他们的思维

过程!从而更容易理解他们奇妙的思

维火花’ 课堂教学中的.奇思妙想/!
是数学课的资源,是学生个性差异的

体现!是学生创新意识的萌芽,是教

师思维的补充!是教师教学机智的升

华,是师生情感共鸣的载体’
在课堂上!不仅仅是教师引导学

生!也有学生启发教师!使教师不断

产生新思路’ 作为教师!要把握生成

性资源!就要做到尊重学生的个性差

异! 欣赏他们每个人的与众不同!开

发和利用习题!使学生的数学素养不

断得到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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