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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操场上的数学课 
——以课为例，谈谈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崔东英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213000）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就数学教

育而言，其精髓在于数学的思维和方法，因此教师不能只做知识
的传授者，更应重视数学思维和方法的引导，使学生在掌握数学
基础知识的同时，初步形成数学的思维策略，真正把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落到实处。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数学课，因为上课的地点在操场。这还
得从一节班会课说起。一次班会课上，我曾经给学生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在一次战役中，我军阵地与敌军碉堡隔河相望，为了炸
掉这个碉堡，需要知道碉堡与我军阵地的距离。在不能过河测量
又没有任何测量工具的情况下，一位战士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同
学们知道是什么方法吗？当时同学们都窃窃私语，相互交流。看
着同学们兴趣盎然的样子，我萌生了带学生到操场上一堂数学课
的想法，内容就为“用所学的知识解决测量上的问题”。 

为了确保上课效果，我事先到学校操场踩点，寻找适合学生
测量的物体间距离。之后，把学生分成六个小组，布置好任务：
第一组：测量学校的草坪宽度；第二组：测量学校花坛的宽度；
第三组：测量学校花圃上某两点的距离；第四组：测量学校小河
的宽度；第五组：测学校旗杆的高度；第六组：测常州天宁宝塔
的高度。 

上课铃响后，各小组带上准备好的工具，来到学校操场，开
始他们的测量。我看到每一组的组长接到任务后，马上分工。有
的实地勘察，设计测量方案，画图；有的拿出测量工具，准备测
量；有的拿出记录纸和笔，准备记录。同学们根据组长的安排，
听从组长的指挥，大家分工合作，齐心协力，运用多种测量方法，
测出了距离，完成了任务。然后各小组回教室分享测量方法和经
验，他们有的是用全等的知识，有的是用直接测量法，有的是用
相似知识，还有的是用三角函数知识等等，有的甚至还用多种方
法去测量，总之，同学们把所学这是运用得淋漓尽致。 

上完这节课后，同学们个个神采飞扬，一方面他们通过学习
活动“再创造”着客观的数学认知领域，认识数与形的奥秘，发
现数学领域中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活动中也成为
创新的对象。因为学生在创造“新知”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出自
己“新的感知，理性，知性”因而也在创造着新的“自我”。 

尽管我从教多年，但还是第一次尝试让学生到操场上去上数
学课。也算是我在课堂教学上的创新吧，通过这节课的活动，我
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有几点想法： 

第一，教师应首先更新教学观念，从传统的应试教育的圈子
跳出来，具备明晰而深刻的创新教学理念，教师应具有创新精神
和不断进取精神。传统的教育观的基本特点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中
心，过分强调了老师的作用，而新的教育要在教学过程中要体现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尊重学生的人格及创
造精神，把教学的重心和立足点转移到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学”
上来，引导学生想学、会学、善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
导纲要》中首先确立了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即课程功能的转变：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
价值观的过程。 

第二，教师应该改进教学方法。《纲要》明确指出，改变课
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
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只有通过发现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先进的教学方法，才能调动
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激发积极的思维，采取启发、引导、积
极参与等方法，指导学生独立思考，寻找问题的可能性答案；培
养学生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的教
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目标，不同设备条件，不同水平的学生，选
择一种或几种 优的教学方法，综合加以运用，这就要求我们既
要有改革创新精神，又要着眼于实际效果。 

第三，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创造的学习环境。教学环境
应当为每个学生提供自由思想的空间，让学生大胆的想象甚至可
以异想天开。学生能否具有一定的对学习内容自主选择的自由，
也是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创新教育的关键。教师要尽可能地改变课
堂教学的组织形式，组织学生运用合作、小组学习等方式，为学
生创设一个愉悦、和谐、民主、宽松的人际环境，调动每一个学
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积极性。教师应该努力以自己对学生的良好
情感去引发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创设师生情感交融的氛围，使
学生在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中产生探究新知兴趣、积极主动地去
追求人类的 高财富——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学生敢创造，同时
迸发出创造思想的火花。老师应多为学生创造表现机会，使学生
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提高创新能力。     

第四，要完善教学评价标准。新课程的评价强调：评价功能
从注重甄别与选拔转向激励、反馈与调整；评价内容从过分注重
学业成绩转向注重多方面发展的潜能。传统教学评价偏向以课本
知识为唯一标准，往往要求十分细碎，偏重速度和熟练，很少鼓
励创造。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评价要鼓励拔尖，鼓励
专长，鼓励创见。 教师在讲评作业或试卷时，对有创新的学生
要提出表扬，使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形成班风乃至校风，促进全
体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评价目标多元、评价方法多样，重视学
生发展和教师成长记录，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评价与考试改革的主
要方向。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明显成效的，
它是一个系统过程，在教学中必须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需要教
师在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会取
得预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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