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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因预设而精彩
陆　娟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101）

摘要：“生成”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自然形成”。预设与生成是课堂教学的两翼，缺一不可。新课程的教学，应该在预设目标

的实施过程中，开放的纳入直接经验和弹性灵活的成分，以及一些始料未及的体验，鼓励师生在教学互动中进行即兴创造，超越预定目

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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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体现教学的计划性和封闭性，生成体现教学的动态性和

开放性，两者具有互补性。要认真处理预设与生成的关系，使两

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精美的预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创新的源泉、思维的动力，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发展

能力的巨大动力，它可以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满自信，主动

探索，勇于创新。一个精美的预设也需要有一组简明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既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它如教学的灵魂，支配

着教学的全过程。在设定教学目标时，要把握其适切性，要处理

好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关系，还要具

体分析研究学生，清楚预设目标和生成目标的关系，把握教学效

益的底线。新一轮课程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变学生的学习

状态，在教学中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

价值观、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就学习数学而言，学生一旦“学会”，

享受到教学活动的成功喜悦，便会强化学习动机，从而更喜欢数学。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抓住学生的心理特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引发学生创新的意识，增强学生思维的内驱力，

解决学生创新思维的动机问题。

如：在教学《确定位置》时，有这样一题，每个棋子各跳

到了什么地方？你能画出来吗？跳跳棋小朋友都喜欢，利用跳

跳棋来进一步理解所学的方位的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请同学说说这道题要我们干嘛，借助方向标和小朋友已有

的跳跳棋的知识学生就能轻松地完成这道题。增加了学生的自

豪感，并且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激发了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充分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体现了课堂教学以学

生为主体的原则。

二、互动的生成，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说过：＂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

苹果，彼此交换，那么每人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

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个思想，甚至多

于两个思想。＂教学是生成的。我们所追求的生成是师生在课堂

上精彩的互动过程，是孩子之间精彩互动的过程。随着教学活动

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和文本不断碰撞，创造火花不断迸发，新的

学习需求、学习方向不断产生。因此，课堂不再是教案剧的演绎

舞台，教师应始终珍视孩子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孩子们学到哪，

预设就跟到哪，随时“拉得出，打得响”。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

是独生子女，在家中是众星捧月，以至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入学后

还是时常以自我为中心，不懂谦让，不会与人交流。而实践活动

通常采用小组合作、共同探究的形式进行，这就要求孩子们要互

相团结合作才能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

如：在教学《有趣的拼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必须

在小组里合作完成，教师在活动前进行适当的教育，在组长的帮

助下要求孩子们在明确要求的基础上一起参与活动，教师除了要

让他们完成任务外还要评选合作的比较好的小组，优点给予肯定，

指出缺点，提出下次活动的要求，这样反复几次的活动，能让一

年级的新生明白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三、体会数学和生活的联系——预设生成的土壤和阳光

数学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结合生活实际能充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

和能力水平，巧妙地设置适当的互动，创设思维情景，使学生

产生新奇感和求知欲望，创设情境帮助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

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

想和方法。教师充分尊重学生肯定他们的相互讨论、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

如：在教学《确定位置》的时候，学生已有了日常生活中的

经验，对东、南、西、北已经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比较容易混淆，

有些小朋友学习了平面图上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便认

为实际生活中的方向也是这样的，为此在上课的时候我以我们学

校为中心，利用学校周围的典型的建筑物制作课件，帮助他们正

确认识东南西北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八个方向，而后又

让学生制作方向标，并拿我们制作的方向标拿到生活中去认一认。

这样不仅能使学生正确认识八个方向而且能使学生体会数学和生

活的联系。

四、结语

“水平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始发灵光”。

思维的激活、灵性的喷发源于对话的启迪、碰撞，只有深层次地

对话才有内在真实的生成，让我们不但在“预设”中体现教师的

匠心，更要在“生成”中展现师生智慧互动的火花，追求课堂教

学的动态生成，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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