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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用好教材  追求真实的教学 
◆杨世玉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教育体育局） 

 
摘要：情境教学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教材情境更是被津津乐道，
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情境资源，如何让教材情境为我所用，是
值得我们每一位教师深思的，本文拟从教材情境资源的使用、整合、更
换三个维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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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情境？“情境是利用一个熟悉的参照物，帮助学习者将
一个要探究的概念与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引导他们利用这些经
验来解释、说明，形成自己的科学知识。”教材提供的情境一般
都是适宜儿童的情境，但教材它具有普适性，它提供的情境并不
一定适合每一个区域的孩子，这就需要教师自己去识别、辨取。
本文拙借三个片段谈谈自己对教材情境资源利用的粗浅认识。 

一、何须舍近求远——教材情境之“使用”篇 
【案例】 
苏教版《分数的初步认识》，教材提供的教学情境如下： 
 
 
 
 
 
 
 
师：4 个苹果平均分给两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几个？ 
生：每人分得 2 个。 
师：2 瓶矿泉水平均分给两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几瓶？ 
生：每人分得 1 瓶。 
师：蛋糕只有一个，怎么分呢？ 
生：每人分半个。 
师：真是好主意，那这一半怎样用数来表示呢？ 
【思考】 
《分数的初步认识》可以说是一节经典课，很多老师执教过

这一课，分饼、分西瓜、分桃子、甚至分汉堡包、披萨饼……，
有的老师认为反正一定要跟别人分的不一样才行，才能显示出情
境创设的不一般。 

我们再选取几个版本的教材来看一看，苏教版教材创设的情
境是先把 4 个苹果平均分，再把 2 瓶矿泉水平均分，最后把 1 个
蛋糕进行平均分；人教版教材创设的情境是把一个月饼平均分；
北师大版教材创设的情境是把一个苹果平均分。其实这几个版本
教材创设的情境都不错，何必再煞费苦心的找别的东西来分，甚
至于有的改编根本就不适于平均分。 

如果从严密性来说，我认为人教版将一个月饼平均分，用二
分之一来表示半块月饼更为合理。北师大版将一个苹果进行平均
分，苹果要平均分成完全相同的两份，其实还真挺困难，生活中
大多数的苹果都不是两边完全对称的，再说，生活中谁切苹果连
柄都切两半。苏教版是将蛋糕进行平均分，倒是可以分成完全相
同的两半，只是教材中提供的蛋糕图不是完全规则的形状。 

如果从过程性来看，我会更倾向于苏教版的编排，从把 4 个
苹果进行平均分，到把 2 瓶矿泉水进行平均分，很自然地过渡到
把 1 个蛋糕进行平均分，不漏痕迹地把学生轻松引入分数的世
界。从每人分得 2 个到每人分得 1 个再到每人分得半个，这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整数过渡到分数的过程，符合孩子的认
知规律。与此同时，这样的情境也激发了学生的认知需求，这半
个怎样用数来表示，孩子们会非常好奇，自然会有学习新知的欲
望。 

二、未必尽善尽美——教材情境之“更换” 篇 
 
 
 
 
 
 
 
 

【案例】 
《认识一位小数》中教材提供的情境是通过测量课桌长宽引

出小数，我们在教授这一课时，将测量情境更换为购物情境。 
师：孩子们，再过几天，就要迎来我们自己的节日，你们知

道是什么节日吗？ 
生：六一儿童节。（欣喜地） 
师：小明的妈妈准备买一些礼物送给小明，瞧！她来到了商

店的货架前，准备买一张书签（8 角）和一本字典（8 元），它们
的价格相同吗? 

生：不同。 
师：哪里不同？    生：单位不同。 
师：什么相同？    生：前面都是数字 8。 
师：8 是一个自然数，我们以前学过的表示物体个数的 1、2、

3……都是自然数,0 也是自然数，它们都是整数。 
师：这两个价格的单位不同，谁会用相同的单位来表示呢？ 
生：8 角也可以看成 0.8 元。 
师：像 0.8 这样的数，你知道它叫什么数吗？ 
生：小数。 
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小数，关于小数，你想了解哪

些知识呢？ 
【思考】 
教材所提供的情境，不可能每一个对于我们来说都适用，不

适宜的，完全可以更换。比如《认识一位小数》，教材提供的教

学情境是测量课桌面的长和宽，得出桌面长 5 分米是
10

5
米，宽 4

分米是
10

4
米，再告诉学生

10

5
米还可以写成 0.5 米，

10

4
米还可以

写成 0.4 米。课前我认真分析了学生的认知起点，学生已认识米

和分米，知道 1 米等于 10 分米，也能建立起 5 分米就是把 1 米

平均分成 10 份表示其中的 5 份这样的表象。通过得不到整米数

的测量活动引出小数，这样的情境确实能体现出认知的需求。可

存在的问题是教学的时间非常有限，测量活动必然要用去大量的

时间，还并不一定能得到这节课需要的数据，在并非本课的重点

环节耗费不必要的大量时间，这样的教学很难说的有效的教学。

如果不设置测量环节，直接呈现信息：课桌面长 5 分米、宽 4 分

米，学生很难产生强烈的认知需求，而且三年级学生对分米这样

的长度单位，在生活中的接触并不是非常广泛。如果将下面这两

种情况进行比较：5 分米是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占其中的 5 份，

5 角是把 1 元平均分成 10 份占其中的 5 份，哪一种情况对于学

生来说更容易形成表象呢，即哪一种更直观、更形象呢？我认为

元与角的关系更优于米和分米的关系。 
那教材的教学情境是不是可以进行更换呢？为此，我进行了

课前的前测，对没有学习过小数的三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
分为以下几项：1.是否见过像 0.5 这样的数？在哪见过？2.会不
会读这个数？3.你知道这个数表示什么意思吗？100%的孩子表
示见过，多数孩子表示是在买东西时见过；90%的孩子会读（只
是口头读，并不是书写 0.5 读作零点五）；10%的孩子能解释 0.5
表示的意思，有的孩子说 0.5 表示一半，有的孩子用元与角之间
的进率来解释，0.5 元就是 5 角。基于这样的前测，本节课从关
注学生的认知起点出发，用元与角之间的进率来引入小数，以唤
醒学生已有的数学现实，拓展学生已有的认知经验，从而提高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 

教材提供的情境资源，用或是不用？如何用？用到什么程
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线教师深思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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