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6 Vol. 6 No. 08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现代教育技术

“551”思维课堂教学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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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师的“教”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创设教学情境，促进学生发展。在课堂教学中，

核心活动是思维。“551”思维课堂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思维品质为核心，以有序、有趣、有效、有情、有用的教学理念，以创境启思、

自探静思、合作辩思、训练反思、回归拓思作为教学环节。本文按照“551”思维课堂的理论框架和活动程序，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开

展实践，以《泰勒公式》课堂教学设计为例，遵循“五思”的教学环节开展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使学生运用分析、综合、比较、抽象、

概括、归纳等思维方式，形成公式，并论证公式，发现算理，为后续研究提供知识和活动经验，从而提升学生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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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提出，学生的培养要注重学思结合，帮助学生学会学习，营造

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培养学生终身学习

的能力。学生学习活动的核心是思维活动，学习的本质是提升认

知思维水平和能力。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教学模式

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

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的主动构建者，而教师由知识的传

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北京

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提出“思维型课堂”理念，教学以聚焦思维

结构的智力理论为基础，着眼于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活动，意在提

高课堂的教学质量。陕西师范大学胡卫平教授率领的思维型教学

团队经过近 30 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551”思维课堂

教学模式。

一、“551”思维课堂教学的基本原理

“551”思维课堂教学模式即“五有五思一核心”思维课堂教

学模式。模式“1”指的是“一核心”即将提高学生思维品质作为

核心，作为教学设计归宿；第一个“5”指“五有”，是教学设计

理念，即有序、有趣、有效、有情、有用；第二个“5”指“五思”，

是教学设计环节，即创境启思、自探静思、合作辩思、训练反思、

回归拓思。

二、“551”思维课堂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设计

（一）创境启思：教师创设情境，启动思考

学习过程与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不同，它不从实践开始，而

是一个掌握间接经验的过程。思维课堂将要新学习的内容和自身

的生活实际以及学生的原有经验相联系，教师通过创设新知识与

已有认知的冲突，学生在冲突中对旧知识进行再认识从而提出新

的问题，然后发现旧知与新知间的关系，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从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例如在《泰勒公式》课堂教学设计中，

由于在前面学过微分近似公式，通过回顾微分近似公式，提出问

题“微分近似公式”有哪些不足？并通过具体函数进行展示，发

现两个函数在某点的局部利用微分近似公式效果较好，但当范围

增大了之后，近似效果差，而且近似产生的误差还无法估计。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已经学过的公式发现公式存在的问题从而

形成新公式的知识体系。

（二）自探静思：学生自主探究，宁静思考

自主探究关注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动机和自觉、持续的行

为能力。教师要通过搭建教学活动平台和设计层层推进的教学问

题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探索宁静思考完成探究的过程。

再继续用《泰勒公式》课堂教学设计为例，在上一环节创境启思

发现了微分近似公式的两大缺点，为了解决公式存在的缺陷，需

要进一步改进公式，由此需要探索公式如何改进提高精度，以具

体函数为例，将“以直代曲”的思想方法进行拓展，采用“以曲

代曲”的思想方法，由“直”变成“曲”的思维转变，会找到解

决问题的突破口。

（三）合作辩思：小组师生合作，辩证思考

合作学习是关注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通过合作完成学习任

务的能力。教师需要为学生创建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

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促进，通过合理分工促进独立思考。

仍然以《泰勒公式》课堂教学设计为例，前面通过自探静思将“以

直代曲”的思想方法拓展为“以曲代曲”，找到了提高精度的思

路，那么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探究公式如何确定近似多项式的系数。

教师让学员通过三个步骤让学生完成合作学习：

1. 与本组成员交流并阐述和说明；

2. 以小组为单位呈现探究的结果，教师和其他小组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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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利用数学软件 GGB 进行数学实验，进一步验证辩思的

结果，达成共识。

（四）训练反思：当堂训练落实，反馈思考

在所学内容进行到最后时，引导学生回顾和反思课堂所学内

容，并让学生能够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拓展学习内容，

巩固知识并能进行知识迁移。以《泰勒公式》课堂设计为例，在

得到泰勒公式的形式后，利用泰勒公式近似计算 e ，并要求误差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先让学生通过学习的理论具体求解问题，在

计算应用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计算烦琐，具体要确定多项式的

最高次幂来满足误差的范围，手工计算量较大。由此反思泰勒公

式在具体应用时如何借助计算机按照泰勒公式的数学原理进行算

法设计，从而将计算过程进行程序化设计。

（五）回归拓思：回归生活场景，拓展思考

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他们的学习不只是掌握

教材中的知识，而是为了适应将来的环境，当学生意识不到当前

的学习与将来生活实践的关系时就难以付出努力。因此，精心选

择与设计回归生活场景的需要，让学生感受实际问题解决，可增

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前面计算应用时通过训练反思将计算过程

进行了程序化设计，可以实现 e 的近似计算并控制误差，由此进

行小结提升，提出泰勒公式蕴含的思想方法，引导学生探究泰勒

公式本质，提升高阶思维，能够利用泰勒公式进行计算器的设计

实现回归拓思。

表 1《泰勒公式》思维型课堂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创设情境，启动思考 回顾微分近似公式 思考微分近似公式存在的缺陷

自主探究，宁静思考 如何提高精度？

由“以直代曲”的思想方法拓展到“以曲代曲”的思想方

法多项式的阶数与精度的关系？

项数 n 越大，近似程度越好，精度越高

思考“以直代曲”的思想方法如何改进？

通过直观的几何观察，探索精度提高的思路

师生合作，辩证思考 1. 如何确定近似多项式的系数？

由近似多项式与近似函数的关系入手，引导学生逐步推导

系数

2. 如何估计误差？

3. 教师利用数学软件 GGB 进行数学实验，进一步验证辩

思的结果，达成共识。

1. 与本组成员交流并阐述和说明；

2. 以小组为单位呈现探究的结果，教师和其他小组进行

评判；

训练落实，反馈思考 设计例题，应用公式进行计算近似计算 e ，要求误差不超

过 610− 计算烦琐，如何将计算过程程序化？

应用泰勒公式分组进行计算思考计算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回归场景，拓展思考 泰勒公式蕴含的思想方法计算器的原理是什么？ 洞悉泰勒公式本质，提升思维深刻性利用泰勒公式的数

学思想方法设计计算器

三、小结

思维教学要在明确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将知识点重新组合，

精心设计，使其呈现知识的本源与应用，在学习《泰勒公式》的

教学过程中，以“泰勒公式”为核心，确定授课逻辑顺序为：通

过回顾微分近似公式发现公式的缺陷（精度与误差），从解决公

式的这两个缺陷作为授课的起点，首先将“以直代曲”的思想方

法改进为“以曲代曲”的思想方法，从而得到近似多项式，几何

直观发现近似多项式的次幂越高，精度越高，由此解决了第一个

问题，在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无

论精度多么高，近似多项式与近似函数之间总会存在误差，那么

误差的估计如何解决？误差的估计引入了两种形式的余项（拉格

朗日余弦与皮亚诺余项），通过辨析两种不同形式的余项对泰勒

公式加深理解，让学生经历了泰勒公式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

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观察、归纳、概括的能力。通过“551”思维

型课堂教学在大学数学课程课堂教学设计的实践，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运用了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等思维

方式形成公式并论证，从而获得对计算器计算原理的认识，促进

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提升了课堂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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