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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过程：让学生理解知识更深刻 
——青年教师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实践 

◆张红英 

（重庆市沙坪坝区华新小学  重庆  400037） 

 
摘要：在听评课活动中，往往看到青年教师数学教学存在重结果，轾过
程的现象，一堂课下来就像在水上漂一样，没给听众和学生留下点什么
有印象的东西，青年教师在备课时要备学情，备教材，应优化“过程”
的设计，在“过程”设计时应注重知识的结构性，体现层次性，突出挑
战性。在数学教学中要放慢脚步，让学生经历发现过程、类推过程、建
模过程。将教学推向深入，助推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进一步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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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提高和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经常举办“大练
兵”、“展评课”、“三课活动”等赛课活动，通过课堂观察笔者发
现，青年教师理念新，有创意，但在落实四基方面比较欠缺，教
案的设计上缺少细致的过程，上课时过程不落实，片面追求新意，
花架子，忽略了夯实四基，要想改变这种状 ，青年教师应进一
步深化对教学设计的认识，注重过程的设计，教学中注重过程实
施。 

一、聚焦问题，分析成因 
在数学教学中，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课堂活动存在着一些

可供优化的方面。  
（一）“精讲多练”—— “精简”掉的过程恰是 有价值的

地方。 
在听评课活动中，观察到的数学教学中，青年教师为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采用“精讲多练”的教学方式，即在有限的教学时
间内，尽可能预设好“核心问题”，缩短讲解时间，通过后面的
练习来达到巩固的目的。如，教学解决问题课，教师出示例题后，
让学生尝试解答，学生写出了解决的算式，也没作思路分析，就
这样新知学习就算过了，然后是练习，这样的教学，没有分析问
题的过程，整个解题思路是空白，而教师也不做必要的讲解，也
不对解答方法进行梳理和归纳。这样无分析过程的教学，重点不
突出，难点也不突破，学生的基础就不过关。又如教学“角的认
识”一课，概念的习得是靠看书得来，而不是靠观察身边的角，
指一指、摸一摸、做一做等操作活动来建模，教学“周长的认识”
一课，教师只重视周长的概念的结果，不让学生去亲自体验，不
去围图形的周长，缺乏了操作活动，没得活动经验的积累，学生
对周长的概念的建立是模糊的，“精讲”缩短了学生的认识、感
悟方法的过程，多练逼迫学生成为做作业机器。学生的思维得不
到真正的发展。 

（二）“背得到概念、公式就行”——不应让学生死记硬背，
只看重结果 

一位老师在教学西师版六年级上册“较复杂的分数乘法解决
问题”一课时，当学生正确写出解答方法时，教师组织学生进行
梳理学习方法： 

师：同学们，这道题的解答方法是：求比一个数多几分之几
的数是多少？用一个数乘 1 加几分之几的和，写成公式，然后让
学生背几遍，教学就算完成。 

师：求比一个数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又写成公式，让学
生接着背几遍。 

很多青年教师认为，只要把公式让学生记熟，然后在作业中
套用，也能取得好的效果，考试中有时能考高分。事实上，这样
的教学方法缺乏了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学生没有通过自我体验
终内化知识，形成数学知识结构。 

（三）“学生已经会了，没什么教的了”结果重要，过程更
重要。 

听课中，常常发现一个班上总有部分学生学习能力较强，有
的学生参加了各种学习班，对有些知识早就会了，如，教学五年
级平行四边形面积一课时，有的学生对将平行四边形转化成长方
形早就会了，教师就以为学生懂了，不用操作启发学生了，觉得
没什么可以教的了，然后通过大量的刷题来巩固知识。其实，这

样的教学方式，对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有影响的，教师没
有对教学内容的实质进行真正的理解，没有将数学思想，方法渗
透给学生，这样的学习并不高效，这也是学习过程不丰富，不深
入的主要原因。 

二、教学改进策略 
（一）备课时注重结构性 
教师要注重教学内容的结构化表征，通过对内容、过程、方

法的综合考虑和设计，将学习活动融入到问题解决中。例如教学
较复杂的分数乘法解决问题，可以设计开放性的问题，如：出示
两个直接条件，请学生提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学生很快能提出
来，并用一步计算解决；然后，教师将其中的一个条件改变，还
是这个问题，请学生观察与刚才题目的异同，让学生发现两步题
是在一步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一步掌握简单和复杂问题的
结构特征。 

再如教学“角的认识”一课时，可以通过特征观察，对比研
究，从不同中找相同过程，帮助学生弄清楚认识角的一般途径，
即从大量现实材料（各种形状的角）感知——寻找相同中的不同
——归纳提炼，抽象命名角的各部分名称，反之又从各种形状的
角来寻找不同中的相同，得出角有大有小，再通过操作活动——
做活动角来体验角的大小，经过这样的过程教学相信学生对角的
概念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二）体现层次性。 
教学中围绕核心问题，设计逐层递进的学习活动，教师要钻

研教材，分解教学难点，通过设置分层的，有开放性的问题，帮
助学生感悟数学思想方法，拓展思维，比如教学“周长的认识”
可以围绕什么是周长，怎样测量周长，周长有什么用这三个主问
题来设计活动，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体验，实现相关内容的结构
化，这样的学习过程更注重提升学生面对具体内容时采用的具体
化、个性化的学习行为方式。 

（三）经历发现的过程 
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往往有很强的探究意识，在给足学生研究

的时间的情况下，学生会在“做”与“思”中发现新知，感悟数
学思想与数学文化，积累充分的活动经验，为后续学习提供有力
的智能支撑。例如：教学“周长的认识”一课，在测量周长这一
环节中，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材料，如长方形，三角形，圆形等让
学生自主选择工具测量，学生会发现不同的材料要选择不同的工
具才行，如测长方形、正方形可以选择直尺，测圆形则要选择毛
线来围，再拉直然后测量。 

（四）经历建模的过程。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建模的过程，如教学“行程问题”

这类典型的问题，可以设计开放性的问题，给行程问题三个量中
的任意两量，让学生提数学问题，可以创编两步、三步同类型的
问题，通过创编数学问题，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的能力，培养应用意识和创新精神。学生在创编的过程
中对行程问题的结构特征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然数学教学中不仅仅只经历这几种学习过程，还可以经历
类推、反思等过程。 

三、结语 
青年教师是学校的骨干力量，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多

给学生一点探究的时间，放慢学生研究的节奏，让学生经历发现
过程，类推过程，建模过程，并在课堂中进行充分的师生、生生
互动，将教学内容推向深入，有助于师生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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