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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反思、优化数学教育 
韩颖 

（常州市金坛区东城实验小学）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设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数学思
考；数学本身的特点值得我们去考虑，我们要展现数学的实质；在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同时呈现时,作为老师应立足于学生已有的
经验，让学生经历在实际背景中能够抽象出数学问题、在头脑中构建出数学模型、努力的去寻找结果、最终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的
过程。在反思回顾中总结方法，提升学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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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如何反思 
反思是指学生对自己的思考过程进行不断的反思，这中间

包含得失与效率；作为老师要求学生进行反思时，首先要求学
生对活动相关的知识及形成过程进行反思，对题目当中渗透的
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反思；其次学生应该将活动中遇到的有联系
的问题、做题的理解过程、解决问题时的思路、推理运算过程
以及把想法用数学语言表述的过程进行反思；最后教师应鼓励
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反思其数学活动的结果。 

二、如何教会学生反思 
数学课上，经常会发生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学生，上完课

后，在对上课内容没有整体把握和真正理解透的情况下，就开
始忙于写数学作业，做题只会模仿，照搬照抄，这就会出现漏
洞，解题思路受阻，方法不佳等情况。也很容易挫伤学生的解
题信心，降低其学习效率。因此，学生在每次课结束后应该进
行反思。另外，学生需要不断地自我监控。尤其要注意的是解
题后的反思。 

三、反思习惯的养成 
学生应该从小开始养成反思的习惯，一年级学生正处在从

幼儿园向小学过渡阶段，思维正值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
思维过渡阶段，例如一年级上册《数一数》，这一单元体现出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一对应”，在本单元中用圆点来表示物
体的数量，有几个物体我们就要在相应的位置画几个圆点，一
定要注意保持圆点与物体的数量一致，在此教学过程中渗透对
应的思想。学生在理解“一一对应”思想以后，能直观看出两
种物体相差数，例如：在比较正方形和三角形上下两行对齐着
排列，这样就能直观的看出具体哪种图形数量多，图形的个数
少的是哪个，还能直观观察到在数量上正方形比三角形少 3 个，
反之三角形的数量比正方形多 3 个，“一一对应”是以后探索
相差数问题所需要的必备思想，在不断反思回顾总结之后，学
生的“一一对应”思想逐步建立，到了三年级学习《间隔排列》
时，自主探究如下结果： 

小兔 8 只 木桩 13 根 夹子 10 个 
蘑菇 7 个 篱笆 12 块 手帕 9 块 

师在追问如何看出相差 1 时，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
此时“一一对应”思想模型已在大脑中建构出来，学生能够想
出通过圈一圈的方法看出相差 1。学生在课后进行反思，超越其
认知层面，如果能坚持做到对每一次数学知识再认知，那么长
此以往学生会养成反思的好习惯。 

四、回顾反思中内化策略 
在俞正强老师的《鸡兔同笼》这节课上深刻的感受到了回

顾反思的神奇魅力，题目是鸡兔同笼问题：一个笼子里鸡兔共
有 7 只，鸡的脚共有 22 只，那么鸡兔分别有多少只？明确要求
独立思考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方法四： 

4×7=28 设鸡有 x 只，兔有 7-x 只 
28-22=6 根据题意得：2x+4×(7-x)=22   
6÷2=3   解得  x=3 
7-3=4   7-3=4(只） 
接着师介绍每种方法是在不同的年级阶段学习掌握的，请

学生用一个字来总结每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画，第二种方法：
凑，第三种方法：算，第四种方法：解。回顾反思每种方法发
现每个方法虽然都不一样，但都是从假设开始，随后师让学生
对这四种方法进行分类，学生出现两种分类结果：第一类：方
法一和方法二、方法三和方法四；第二类：方法一和方法三、
方法二和方法四。第一种分类是从质上分的，第二种是从形上
分类的，虽然本节课学生已经掌握了解决鸡兔同笼的四种方法，
但是俞老师不断鼓励学生去对比发现每种方法的相同点，每一
次的反思带给学生不一样新奇体验。 

五、在实际运用中变成自觉 
回顾巴甫洛夫的实验，每次在给狗投食物的同时进行摇铃。

每当狗看到食物的时候，会自然的分泌唾液。在实验当中我们
发现，狗在听到铃声时，即使我们不给食物时，狗也会分泌唾
液。同样在数学学习中我们也应该重视对学生的正强化，每一
个知识点学习结束之后，在练习题中也应使学生学会反思回顾
这样的习题和之前的知识点有没有什么联系，有没有什么共性
之处。例如一年级上册练习十二思考题和习题上一道题，如果
学生在课上能够较好地理解题意，课后能够对比反思，在练习
当中就学会了迁移，遇到新的问题就会游刃有余。 

例题：   习题 1：找规律，接着写数习题 2：找规律，接
着画图形 

1、3、6、（）、（）     

 
如果学生通过自己在对比总结中发现了规律，并解决了问

题，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在一次又一次通过自己反思回顾努
力解决问题，成功地喜悦强化了这种行为，那么渐渐就爱上了
反思回顾，这种回顾反思的行为得到了塑造，渐渐地变为一种
内化。 

数学具有鲜明的人格塑造、素质培养的功能,数学教育应该
教书与育人并重,授人才智,教人聪明。数学不是死的知识,数学教
学要充分开发人脑资源,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落实到数学教育的
实践中去,落实到教学内容上去,弗赖登塔尔教授曾指出“反思是
数学思维活动的核心和动力，通过反思才能使学生的现实世界
数学化，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反思，学生的理解层次就不可
能从一个水平升华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反思中产生新的想
法，新旧知识的学生能够使思维得到显著提升，来使学生获得
更为充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