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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中的教学对话是提升课堂效率的途径之一，而不恰
当的使用教学对话会使得教学从传统模式中的“满堂灌”变成

“满堂问”，课堂教学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当数学课堂教学
只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时，学生的主体地位又会被模
糊。因此，首先在对话的主体上，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与
学生平等的沟通，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其次，在对话内容
上，教师要以学生感兴趣的事情为主要内容，激发学生对话的
欲望。最后，在对话形式上，教师要引导学生不仅进行师生对
话，还要进行生生对话。本文针对数学课堂来认识教学对话，
提出教学对话的不足并给出相应的策略。

1　数学课堂教学对话的内涵与特征
（1 ）内涵。“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所产生的行

为，它需要借助个体的言语来与他人交流思想、促进彼此的相互
理解。数学对话是人们凭借数学语言，以一种彼此相互尊重且平
等的态度对数学相关的知识发表意见，共同探究数学知识，促进
彼此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从而在对话中传播数学文化与数学思想
的交际过程。对话教学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更有效
的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1]。

（2 ）特征。对话教学具有平等性、自主性、合作性、高
品质性。首先对话教学要建立师生平等的环境，学生碍于教师
的威严而不敢积极参与对话，将不利于对话教学的进行；其
次，对话是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于数学科目到底要

“学什么”“怎么学”发出自己的思考，教师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
考，学会运用理论去指导数学中的学习；再次，对话教学需要教
师与学生相互配合，借助教学对话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交流，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后，对
话教学是一种探索性的教学，教师不是一味的灌输知识，而是通
过师生对话讨论使教学“留白”，从而留给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
这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的新知识进行巩固和深化。

2　数学课堂教学对话的不足
2.1教师引导式对话居多
在数学课堂中，教师需要考虑教学的课时任务，为了完成教

学任务并适当的进行探究，数学教师一般会选择进行引导式的对
话教学，也就是教师预设好了答案并间接把答案告诉给学生的一
种对话形式。学生根据教师的暗示，不能自行充分地思考，只能
跟着教师的思维作答。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便会被局限，班级
学生的两极化差异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对话式教学对学生学
习数学的实际作用也不大。

2.2学生对话准备不足
教师在提问时，仅针对数学课堂的主要内容和知识点进行发

问，这样提出的问题对学生思维的探究性和发散性影响不大，学
生对题目不理解，所得的答案也不是发散性的，就会出现“问而
无答”的状况。学生怕回答错误或者没有真正弄懂老师的问题而
回避对问题的回答，对话教学演变成教师的灌输教学，课堂变成
了单方面的对话，就会导致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消减。在这种环
境下学生会逐步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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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话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尤为重要。数学课堂中的教学对话是教师开展日
常教学的基本方法，通过师生对话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关系，有效的激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数学课堂的教学效率。
因此教师应关注课堂教学对话，探索数学课堂中教学对话的高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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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主的传统讲授式教学已经转变成
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教学，教师开始尝试以教学对话为主的教
学模式，为了使数学课堂教学对话高效使用，提出以下几点应
对策略：

3.1设置科学合理的问题导入课堂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教师时常忽视课堂导入的重要性，学

生突然陷入新知学习，会烦躁和疲倦。只有引入恰当的话题逐
步教授新知，学生才会打开思维与教师进行课堂的对话，活跃
课堂的氛围。教师要对学生的现状及兴趣进行充分地了解，引
入适当的话题，创设一个和情景有关的探究性话题，学生才会
与教师在对话中产生思维碰撞，多方面的去理解和思考新知。

3.2注重增加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
数学课堂总是以沉闷、乏味著称，所以要激活课堂氛围，

就必须调动学生学习的欲望和积极性。教师要创设与学生生活息
息相关的问题，与学生进行对话，从而增加数学课堂的趣味。
学生能运用学到的知识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时也会反过来激发学生
对话的欲望。

3.3教师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方法为主，

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数学课堂也死气沉沉。数学教师教学
方法的好坏，不仅影响学生的成绩，还会影响学生思考世界的
方式和自身的发展。因此，数学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就必须要创建一个和学生平等对话的环境，从学生的角度创
建对话，学生就会主动地配合课堂对话，因此产生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促进自身的发展。

3.4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在数学课堂对话中，数学教师应该创造各种条件，促进学生

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的碰撞，从而提高
学生的合作精神和探究意识。教师也可以将全班分为不同的学习
小组，定期进行数学教学对话，这样可以在增加学生友谊的同时
增强班级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3]。

4　总结
行为源于思维，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交流对话，会促进彼此思维的碰撞，激活课堂氛围的同时拓宽
学生的眼界。对话教学会使得课堂不再沉闷，学生可以在轻松活
泼的氛围中学习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运用数学方法解决数
学问题。教师要通过数学对话循序渐进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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