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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反思数学教学实践，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吴宗流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摘要：新课程实施以来，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努力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高效教学模式让学生从学习中

学会学习，从尝试中学会探索，从探索中学会发现，从参与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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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强调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终把学生培养成能用数学认识指导实践活
动的社会主体。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防止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实践
上的极端化，走出误区。真正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合理有效地教
学方法、教学模式，科学设计课堂流程，有目的、有组织地激发
引导学生，经过自探、自悟、自得，从而使学生自主地、能动地，
创造性地实现自我身心连续不断的积极变化，促使自我独立而稳
固的数学思维品质和数学能力素养的形成。 

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的关系 
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得如何? 
他们难有阅读、思考、反馈(尽管也让学生象征性地思考了，

学生表演“回答”也非常到位)，更谈不上自探、自悟、自得，
或者思考。在这种“繁忙”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究竟能接受多少、
理解多少、积累沉淀多少？课堂教学，更主要的是学生的学习过
程，说到底是心与心的交流、思维与思维的撞击过程，这个交流
过程应该是“惑、感、思、悟”的过程，这个交流的手段应该是
语言文字、数学符号、多媒体的共同参与，多媒体的介入是为了
使课堂教学更有形象性、可视性，扩展教学容量，但它只应起辅
助作用。我们可以让多媒体去锦上添花，而不应该让它去喧宾夺
主。 

另外，如果为了追求课堂“活”而将大量的形式充斥了课堂，
没有很好地去把握住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体会到数学知识的本
质。即如何让学生自主学习，真正意义上的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去自探、自省、自悟，而是在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方法上做文
章，为一节公开课，大包装、大容量、多样式。甚至恨不得把各
种教学方法都展示一遍。那是对新理念的曲解。面面俱到就是面
面不到。 

二、接受性学习与探究性学习的协调 
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人的客体性、被动性、依赖性

上，导致过分突出和强凋接受与掌握，贬低和冷落探究与发现，
这样课堂中教与学的关系是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给，你
收；使得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发现学习处于弱势地位，学生
学习成了纯粹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这样的学习必然会窒息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探究学习把学习建立在人的能动性、自
主性和创造性之上，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
得到凸显，提倡探究学习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
样，我们是否就能把探究学习看成学生学习最为重要，甚至是唯
一的方式，并将探究学习与接受学习分别等同于“意义学习”与
“无意义学习”? 

当然，“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但并不排斥、贬
低“接受性学习”的价值。应当看到，这两种学习方式各有所长:
“探究性学习”在积累直接经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而“接受性学习”在积累间接经验、传递
系统的学科知识方面，其效率之高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可以
说，接受学习和探究学习作为两种对立的学习方式，在人的自能
发展中都有存在的价值，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三、过程与结论孰轻孰重 
我们知道，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强调向学生灌输知识和技

能，重结论、轻过程，把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变成单调刻板的条
文背诵，这就从源头剥离了知识和智能的内在联系，用知识的掌
握、技能的娴熟来代替思维品质的提升、能力素养的培养。这样
的教学实际上是对学生智慧的扼杀，必然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失去
教育应有的功能，导致教育的缺陷。 

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应是注重“互动、过程、结果”。
重过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而不是不要结果。重过程
轻结论的教学只会使学生对问题悬而未决，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教学任务的完成难以保证。结论与过程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数学的
整体内涵和思想，数学教学只有结论与过程并重，才能有助于学
生形成一个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活的学科如识结构，才能使学生
的理智过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能力素养得到提
升。 

四、达成预设与生成的统一 
课堂教学从本质上讲就是预设和生成的矛盾统一体。教师课

前需要备课，需要预设教学效果，当预设与生成不能统一时，我
们怎么办？我们课堂上经常会遇到由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和对学
习者原有经验的预料不足，容易造成教学方案的预设情况与课堂
教学真实情境的脱节。是按照预设方案忠实地加以实施，排斥学
生的个性思考，限制学生对预设目标的超越，强行按“预设”方
案进行？还是从生成的效果出发，珍惜学生的思维“火花”，利
用教学智慧有效引导学生处理矛盾，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答案是
明显的。学生的创造智慧不能泯灭其中。当生成的新情境和新的
课程资源不能和教师预设的结果一致时，这也是正常的。学生往
往是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灵感和兴致参与课堂教学的，
这就使教学课堂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数学教学不能
过分拘泥于预设的固定不变的程式，应当开放地纳入直接经验、
弹性灵活的成分以及始料未及的体验。因此，新课程标准特别强
调数学教学是师生互动生成的过程，课堂要呈现出更大的开放
性。 

总之，在新课堂上，教学过程不应该是一成不变僵化呆板的
模式，而应该是一个随机应变的模式，应遵循学生认知的曲线、
思维的张弛、情绪的起伏，从而生成新的教育资源，以多变的教
育机智调整教学环节，处理好各种关系，完成教学任务，如此，
课堂才会充满主动学习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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