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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

受到课堂教学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新课程所提倡的

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带来了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的拓展，在此过程中自然会生成

更为开放、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生成

性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促进学生更高水平的互动

生成将是教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滞后采集”导致资源流失。教学中许多教师对

于生成性资源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然而，“黑板 +

粉笔”，甚至“电脑 + 投影”都没有办法把丰富的生

成性资源及时捕捉、整体展示出来，因而要么只能

选择个别的资源用于教学，要么浪费时间割裂地展

示和讨论。总之，缺少技术支撑导致了资源流失和

低效利用。

“替代思维”导致资源的封闭。现今的课堂中“替

代思维”仍随处可见，主要表现为三种现象：第一，

教师替代学生的思维，第二，机器替代学生的思维，

第三，个别学生的思维替代多数学生的思维。长此

以往，必然导致大部分学生思维上的依赖和顺从，

必然导致学生动态生成的资源变得狭隘和封闭。

“低劣回应”导致资源的僵化。即使有了这些资

源，如果没有教师更高质量的回应反馈，资源也只

能是“死”的，它本身无法进行自我提升。如果这

些基础性的生成资源无法让学生的思维“活”过来，

那么学生的学习活动只会是低水平的重复，而形不

成高水平的生成。

面对利用生成性资源的三大“顽疾”，我们有效

利用生成性资源解决问题的策略如下。

动态采集——有效利用生成性资源的基础

当通过判断分析，知道学生个人的资源可以成

为群体的教学资源后，又应如何及时、高效地采集

呢？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生成性资

信息技术条件下

对生成性教学资源的有效应用

 / 管雪

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动态采集技术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1 . 交互式电子白板技术。交互式电子白板软、硬

件是当今最具有实用价值的教学平台。易用性，让

其使用基本没有“门槛”；开放性，令各种资源得以

聚集；互动性，使资源能动态生成，不断提升。因

此，它作为采集信息后整体展示、促进互动的平台

最为合适。

2 . 手持设备与电脑同步技术。生成性资源的采

集工具应具备三个特征：便携安全、易于使用、及

时高效。所以手持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应

是最好的选择。用手持设备的拍照或摄像功能将教

学资源及时捕捉、采集下来，并通过蓝牙、W I F I 或

3 G 技术与电脑同步，利用同步软件自动分析、传输

至电脑的指定目录，并在电子白板软件中将此目录

定义为资源库。教师在教学中只需要做两件事，一

是走近学生采集资源，二是把资源从资源库中拖拽

出来，无线传输过程则由软件自动解决。因此，我

将这套软硬件系统称为“生成性资源”动态采集系

统。这套系统基本利用学校和个人已有的条件来配

置，一般教师都能熟练使用。以 A n d r o i d 平台的智

能手机为例。

第一步：准备工作。教师电脑接入学校无线网

络 A ，手机接入学校无线网络A ，手机安装文件大师，

教师电脑安装go o d s y n c 同步软件。

第二步：手机端配置工作。手机端运行文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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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并启动 F T P 或 H T T P 共享，如图 2 所示。

图 2

第三步：电脑端配置工作。在电脑端运行

go o d s y n c 软件，进行如下配置，如图 3。

注：Goodsync 设置左侧为手机地址

注：设置照片和视频保存的本地目录

注：Goodsync 软件选项中设置 1 分钟自动分析和

同步
图 3

准确判断——有效利用生成性资源的前提

面对课堂教学中丰富的生成性资源，教师应走

近学生，去判断分析哪些类型的资源更有价值。对

此，我们的评判标准有三个：是否有典型性、能否

促进更高水平的资源生成、能否推进教学过程。由

此，我们认为以下三种生成性资源应首先被关注。

第一，具有统一性的多样资源。当把学习的主

动权下交给学生时，我们会发现：对群体而言，学

生思维呈现出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水平认

识的丰富性；对个体而言，认识的角度和水平往往

又是狭隘的、单一的和有限的。因此，从提升学生

的思维水平的需求来说，需要教师选择具有统一性

的多样资源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整体感悟各种方法

的独特以及丰富多样后面的“统一”。这种统一性的

多样资源在数学教学中非常普遍（如算法多样化、

开放性问题解答等）。

第二，具有独特性的个性资源。在学生已经形

成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教师一方面要帮

助学生巩固已经形成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敏锐捕捉

典型的个性资源，拓展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的认识，

使之更具有灵活性和全面性。

第三，具有典型性的错误资源。在一些教学中，

教师往往害怕学生出错，因此步步引导，层层把关，

先教师示范，再优秀学生示范。教学是一帆风顺，错

误资源很少有表现的机会。其实，典型的错误资源

是学生学习的真实表现，是极具价值的教学资源。

在具体的教学现场，学生生成的资源构成极为复杂，

因此教师更应敏锐地判断分析资源。

例如：在《圆的认识》教学中，画圆是一个难

点，不突破这个难点对于学生真正体验圆的整体特

征和主要特征非常不利。以往教师、优秀生示范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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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都有学生画不好。于是，我设计了两次画圆体验。

第一次画圆：学生自己尝试画圆（要求：如果

一次画不成功，不要擦，在边上重新画）。学生画时，

我收集了两组资源：

第一组：学生画出的失败作品和成功作品（如

图 4）。

问：猜一猜，为什么这些圆会“咧着嘴”？

图 4

生 1 ：可能针尖和笔尖的距离动了。

生 2 ：可能是因为针尖移动了，而导致圆画不完

整。

生 3 ：也可能是本子移动了。

⋯⋯

第二组：学生画圆的姿势正误对比（如图 5 ）。

图 5

问：哪一位同学的画圆姿势是正确的，为什么？

从而让学生明确画圆时要注意的要点。

接着，教师示范画圆，这时学生注意力集中，并

会有针对性地关注画圆的三个注意点。

然后，再让学生第二次画圆，边画边思考：如

果画法正确，可能画出凹凸不平的曲线图形吗？可

能画出扁扁的椭圆吗？为什么？

⋯⋯

有效回应——有效利用生成性资源的关键

学生的资源“收”上来后，并不可能自发自觉

地推进教学过程，还需要师生、生生、人机积极地

互动起来，才能进一步促进资源的生成。因此，教

师有效的回应反馈就变得极为关键了。

怎样判断教师回应反馈的有效性呢？

第一，看教师的回应是固化学生的行为，还是

不断激活学生的思维。许多数学课堂上教师为了追

求“效益”，总是进行简单的、狭隘的、封闭的回应

反馈。虽拥有丰富的资源，却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无

法引导学生进行开放性拓展延伸。只有在激活学生

思维的基础上，这些资源才有勃勃生机，才能不断

生成和提升。

第二，看教师的回应反馈是机械割裂式，还是

整体感悟式。不论是从学生对知识内涵的丰富认识

和体验来看，还是从学生对知识在具体情境下灵活

应用来看，都需要学生以整体系统的结构化思维去

思考，由此，就需要构建一个整体的、可持续的、能

互动的教学资源中心。这个环境就是由教师有效的

回应反馈来创造的。

第三，看教师的回应反馈是否遵循一般规律。在

整体呈现教学资源后，应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辨别正误。如：哪些是正确的，哪些

是错误的？它们分别是怎么想的？

第二步，比较沟通。如：把看上去似乎不一样，

实质一样的做法分分类。

第三步，优化方法。如：你认为哪些方法比较

好，为什么？

这样才能围绕教学目标不断地把教学活动过程

向纵深推进，使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的、

动态生成的递进过程。

总而言之，用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武装头脑，用

先进的教育技术改善教育工具，就可能使我们的课

堂产生真正的革命性变化，从而培养既具有扎实的

基础知识，又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

人。

（作者单位：江苏常州市天宁区现代教育技术信

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