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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堂在简约中生长 
◆王欣新 

（浙江省东阳市实验小学  浙江金华  322100） 

 
“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生活中的一切原本都是有细节

构成的，如果一切归于有序，决定成败的必将是微若沙砾的细节。
数学课堂上的细节是教师教育理念的一种流露，教学风格的一种
表达。教师注重细节，创造绚丽的思维波澜景观，恰到好处地打
破学生的思维平衡，使学生原有认知、思维经验收到挑战，形成
适当的失衡，从而促进学生去思考、去探究，使课堂简约、灵动、
生长。 

一、动手操作，激发不简单地“做” 
课堂不是句号，学习不是特快车，在进行动手操作时，或许

一节课的时间确实不够，但我们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
水平，按照操作的不同目的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充足的时间
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如教学“长方形的周
长”时，让学生先用四根小棒拼成一个长方形，学生再把拼成的
长方形拆开，看长方形的周长和它的长与宽的关系，让学生在拼、
拆的过程中慢慢探究一周长度，得出计算长方形周长的公式。再
例如在教学“圆的周长”时，教师课前让学生带圆形实物，上课
时分组活动研究圆的周长，设计了这样的几个问题：这几个圆的
周长谁的长？长多少？请同学们估计圆的周长与什么有关？再
完成书上的表格。教师就指导学生分组测量，根据教师提供的圆
形纸片、圆形实物、尺、线、图钉、剪刀等，学生自己相互合作，
动手操作，一一展示自己的方法，归纳出了“线绕法”和“滚动
法”，还说了各自方法的优劣。通过测量计算的数据，小组讨论，
初步感知了“圆的周长总是其直径的 3 倍多一点”。这时教师适
当介绍圆周率的概念，介绍祖冲之与圆周率，得出圆的周长=直
径×圆周率，整个学习过程成了教师讲得少，但完整、细腻。在
这个过程学生既体验了独立获取知识的乐趣，也是学生再发现、
再创造的过程。 

二、关注细节，引发不简单地“想” 
“凡是学生能自己探索得出的，决不替代；凡是学生能独立

思考的，决不暗示”，让每一位学生都真切体验探究的全过程，
激活思维的“一池春水”。如《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在学生
初步感知长方形、正方形基本特征后，出示一个长方形，说说它
的长和宽，学生利用手中的材料变化图形的长，经历把长方形变
为正方形，再变成长方形，精巧地设计了问题，学生思考：什么
变了，什么没变。学生开展自主学习，通过看一看、猜一猜、量
一量、比一比、折一折等实践活动，让每个学生经历了从具体形
象的操作中了解体会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学生在小组内讨
论、交流、验证。汇报时，各小组各抒己见，学生经历了由自主
探索找特征——合作交流说特征——动手操作验特征的思维历
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获取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并主动建构了这
两种图形的特征。学生掌握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后，还可发
给学生两张不规则的纸，让学生操作：（1）用其中一张纸裁出一
个长方形或正方形；（2）用另一张纸尝试裁出一个最大的长方形
或正方形。我们可以看到整节课匠心独具，周密计划，真是如雨
如水，相融无痕。 

在原生态的操作过程中，学生初步感受策略，而用简约的算
式表达策略的过程才真正体现了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飞跃。在课
堂教学中总能看到独特的色彩和光亮，让学生画图、想象，把复
杂问题简单化形象化。在图形教学中，注重细节，有效地运用策
略，把生疏的题目转化成熟悉的题目，把繁难的题目转化成简单
的题目，把抽象的题目转化为具体的题目；它能分散难点，化繁
为简，有迎刃而解的妙处，从而使原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方法。
如六年级上册关于圆的面积和周长的练习中题目练习巧妙，看上
去不规则，有些思路混沌，有部分学生的计算会很复杂，而且正
确率不高，此时引导学生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教师请学生静
静地思考，认真观察每个图形的特点，想想有没有“巧”办法求
出每个图形的面积和周长。先独立思考再把想法在小组里交流，
反馈后发现，有学生想到通过割补、旋转，把原图转化成简单、
规则图形，体验“变形”的转化过程，此时教师抓住契机，比较

学生的不同方法，感受策略的好处。如在《长方形与正方形的周
长》一课时，让学生带着“如何比较这个长方形与正方形的周长
的长短”的问题，展开周长策略的探究。学生利用手中的学具去
寻找、发现，或凭直觉和经验加以推测，诸如提出了“滚”、“拆”
“补”“算”“割”等方法，让学生从实践的角度对其可行性加以
思考、比较和取舍，这样的设计带给学生的是：体会到解决问题
要从方法、策略入手，通过比较得出最优化的方法和策略。教师
是课堂教学的引导着，也是欣赏者，所以心底里应该从容。以训
练为主线，学生独立思考为基础，适时地讲解，精心设计好问题，
既“前瞻”又“顾后”，引发新的思考。 

三、拓展外延，引发不简单地“用” 
实践对于知识的理解、掌握和熟练运用起着重要作用，听到

的终会忘掉、看到的才能记住，亲身体验过的才容易理解和运用。
例如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计算公式后，有的学生就提出
“我们学习它面积公式可以用来计算什么呢？”学生通过联系实
际讨论，知道在计算烟囱、通风管道、游泳池、水桶等的表面积
时就要运用这部分知识来解决的。通过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
题，学生会很兴奋，能寻找到数学知识的兴趣。面对现实问题，
学生能够主动从数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探索解决方案，将是我们
所追求的。如学生画圆时，教师设计这样的探究问题：“你能结
合你的画圆体会，为圆规设计一份使用说明书吗？”相信这一挑
战性的问题，学生感到新鲜，一定能激起学生画好一个圆的欲望，
他们定会一边琢磨着，如何画好圆，应该注意什么地方，一边内
心不断地总结画圆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在一次次的尝试、猜测、
验证、判断、调整、归纳的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也会获得上述
画圆的步骤及注意点，从而设计出圆规的使用说明书。这样匠心
独具地探究问题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为了圆满完成老师设
计的有趣且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悉心体验、不断探究。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
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
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在课堂教学中，经常是“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
相击而发灵光。”教师教学会追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如雨如
水，相融无痕，追求细节，课堂简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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