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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予课堂一潭“活水”
齐世花

（镜湖小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我所理想的数学课堂是静静的思考、自由的交流、面红耳赤的争论、豁然开朗的共识，与孩子的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次

生命历程。要想有效地组织课堂四十分钟，必须将教材、学生、教法学法“吃透”，遵循课堂教学心理学，拿捏“七寸”，恰到好处地

运用“首因效应”“头脑风暴效应”“暗示效应”“留面子效应”等服务于课堂四十分钟，给一次次的生命历程注入催化剂，从而让整

个课堂处于严谨、活泼、自主、集中的研究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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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四十分钟的知识游轮航线如何？目标如何？“船员们”

状态如何？这些都需要总舵手——教师全盘把控，而教育心理学

直接影响着把控的质量。我所理想的数学课堂不仅要注重学生知

识的积累，更应注重让学生自觉地用数学思维去观察、分析、解

决现实问题；我所理想的数学课堂可以有静静的思考、有自由的

交流、有面红耳赤的争论、有豁然开朗的共识；我所理想的数学

课堂是与孩子们的一次次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生命历程。为此，

我一直在努力！

一、“‘先入为主’效应”                  

一个班集体随着上课铃声的想起，就好像一艘遨游知识海洋

的游轮在我的指挥下即将远航！充满期待！

“' 先入为主效应”就是“第一印象效应”，是指当学生第一

次与某事物或某人接触时留下的印象。第一印象作用最大，在学

生知识形成的印象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得刚接手这个班的第一个星期，我在回办公室的走廊上，

我们班的一个小女孩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我们将作业本收齐

给您，您为什么还要谢谢我们呀？”“当然要谢谢，这是你们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我的忙呀！”“哦，老师，你真好！”我一

下子怔住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谢谢”，竟然在

学生中拉近了我作为新老师与孩子们的心灵距离。

从那以后，课堂上孩子们松弛的情绪透过表情传递给了我，

他们打开心扉接纳了我，使我在突破教学重点难点时极易抓住他

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带领他们翻过一个个“高山险阻”，

越过一个个“平原沼泽”，安全祥和地到达目的地。

古人云“亲其师而信其道”，这便足以说明良好的师生关系

与教育教学效果的内在联系。

二、“头脑风暴效应”

一个畅所欲言的课堂聚集了大众的力量；一个面红耳赤的课

堂承载了思维火花的撞击！这对于数学这门学科是何其的珍贵！

“头脑风暴效应”是指课堂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无拘无束

地提出问题，不必顾及“荒唐”“怪诞”，而其他同学参与交流，

进行“思维共振”“智力互补”。我努力在课堂上实现这一点。

在求不规则的图形表面积时，大家畅所欲言，交流着自己的

想法：先一个一个的算，最后相加；先算一个整的，再减去多余的；

还可以动态变形为规则图形，再计算。这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合

适的，这让孩子们自己去交流取舍，当然也有为自己的想法辩解

得面红耳赤的，也有迫不及待地去黑板书写给大家看的，还有两“派

系”的代表之间在前面“掐架”，太精彩了！这些都是数学课堂

的可贵之处，因为只有敢言敢辩才可以让思维的火花撞击得更猛

烈一些。

再如，在解决“鸡兔同笼”问题时，孩子们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大胆的尝试：列表枚举法、“抬脚法”、假设法、列方程等；

还有用砍腿法解决的，思维太活跃了！

这么多年的教学，我深刻地领悟到：观点越“疯狂”就越要

给与鼓励，即便这些想法不切合实际也没有关系，只要把握好原则，

就能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刮起风暴！

三、“望梅止渴效应”                     

“暗示效应”是指通过暗示，建立起无意识的心理倾向，激

发出个体强烈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者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班级的学生学习程度各有不同，其中稍弱的孩子往往不

自信，唯唯诺诺，不敢去想，不敢举手，更不敢大声地回答问题。

对于这部分同学我们就要用放大镜去发现他的优点，夸张地真诚

地去表扬他，否则这些孩子的思维就犹如结了冰的湖面，很难行进。

我们班就有这样一位女同学，上课从来不举手回答问题，你

喊她，她也是用唇语来象征性地回答，这对于一节 40 分钟的课堂

来说，时间浪费得让人抓狂，但是对于这部分同学，你恰恰不可

以着急，要耐心地引导她张开口，发出声，不管回答得怎么样，

你都要变着法儿的表扬她：

“玲玲，原来你的声音这么好听！老师明天还希望能听到，

可以吗？”

“你真棒，今天勇敢地举起了小手的佳佳最帅了！”

“哦，太棒了！你可以来到讲台前再一次大声地说一遍吗？”

通过“暗示效应”，让这些鼓励的话语渗入她胆怯的身体里，

就像催化剂一样，它可以催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这其

中花费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耐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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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这无疑对她的个性发展注入了一份充

足的正能量，这其中的价值却是无法比拟的。

四、“点到为止效应”

“点到为止效应”是指在向别人提出自己真正诉求之前，先

向别人提出一个大要求，待别人拒绝之后，再提出自己真正的比

较小的诉求来，别人答应自己要求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心理学家认为，“点到为止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们

在拒绝别人的大要求的时候，感到自己没有能够帮助别人，损害

了自己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形象，辜负了别人对自己的良好

期望，会感到一点内疚。这时，为了恢复在别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也达到自己心理的平衡，便欣然接受了第二个小一点的诉求。

在教学中，“点到为止”现象处处可见。一次，李同学因为

测试成绩不理想，自己用稚嫩的小手模仿起了我的笔迹，将“79”

分改为“99”分，虽然交上来后又改了回去，但这怎能逃得过火

眼金睛的我！说实话，当时我很吃惊：这是一位平时乖巧可爱的

小女孩儿，她怎么愚蠢地做这件事？！怎么可能呢？！

冷静之后的我想到她确实是一位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她一定

是害怕父母的批评，碍于面子，才不得已出此下策。于是我没有

在课堂上说这件事，而是课下将她叫来办公室，我没有按常理出牌：

不但没有严厉地批评她，反而还亲切地安慰她：“老师知道你这

么做是因为你很想取得好成绩，对吗？”聪明的她一下子就明白

过来，哽咽着说：“老师，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

这样了……”我顺势将她搂在怀里，说：“要知道，人品比成绩

更重要！你想要好成绩原本是好事，但那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这种行为不可取！”她在我怀里哽咽地直点头。是啊，她才多大呀，

犯点错误很正常，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心胸宽广，但底线必须有，

于是我继续说：“只要你能真正改正错误，你仍然是我最喜欢的

好学生！”她使劲地点点头。

从那以后，李同学在课堂上表现格外出众：积极举手发言，

认真打草稿，还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她似乎在用行动告诉我，

她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好孩子！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后面的几

次测试中她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有些时候，我们老师适当地给孩子留点面子、点到为止，

往往使得我们的教育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层层递进效应”

“层层递进效应”是指针对孩子某一“问题”用步步递进的

办法设置教育方案，并依据每一步的实际效果去优化方案，以便

最终达到预期，甚至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锱墨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文静善良，喜欢被关怀，数学

逻辑思维很强，唯一也是最致命的毛缺点就是动作慢 !

俊哲，一个小男孩。活泼、开朗、有礼貌、情商高。可是他

的问题比錙墨还要严重，一张试卷只能完成十分之一，到了老师

要收卷了，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做完……”

我常常思考，这样的孩子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吗？说实话，我

很排斥给孩子贴标签 ! 我很想帮帮他们 !

于是我先分别找来俩孩子妈妈，推心置腹、促膝长谈。因为

我觉得孩子的恶习应该和家长的平时要求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种

现象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家长们长期的纵容，所以我得找到源头，

寻找“盟友”！

我的具体措施是首先建立一个“PK 群”，每晚孩子完成家庭

作业以后请妈妈将孩子作业拍照至“PK 群”。事实证明，我的想

法是有效的，第一天的晚上家庭作业俩孩子完成的很快，我对此

的解释是：新鲜！是孩子对老师关注的新鲜，是家长对这种形式

的新鲜！基本首战告捷！

一周已经过去，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俩孩子作业速度又慢

了下来。我感觉大家对这种每晚 pk 的形式有一种倦怠，这里的“大

家”也包括家长。所以家长的积极性也是要调动起来的，于是我

及时调整并提醒他们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比如：

“天天这么慢！”

“作业不多，你也要做到 12 点！”

“学习一点都不上心”

“你怎么比某某某差那么多”……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是大人们的牢骚，是对孩子失去信心的表

现，所以家长也是要关注的，要鞭策的，所以我经常将一些成功

家长的做法和研究孩子心理的相关书籍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也充

充电，和孩子一起努力！同时也告诉他们，如果次次失败，那我

就要给次次成功的孩子重新物色“最佳对手”了，其实我的本意

是告诉妈妈们，俩孩子互相 pk 的机会非常难得，希望你们大家一

并珍惜。 

经过两轮方案调整，现在俩孩子已经步入“正轨”。

六、结语

教育是一份良心事业，是教师凭借一己之力引导孩子树立正

确“三观”的事业，同时她也承载着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

但同时教师也是一家之长，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营造和谐的家

庭氛围，让这个家的孩子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庭里沐浴爱的阳

光，快乐成长！在这个生命历程里虽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棘手问

题，但我想只要你有一颗善良高尚的心灵、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和

滚烫火热的爱心，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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