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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数学课堂中怎样开发、利用学生的资源 
◆肖祖锋 

（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榕岸小学  350107） 

 
摘要：课堂教学又是一个生成性的动态过程，有着一些我们无法预见的
教学因素和教学情景，所以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学生的错误，
错误是每时每刻都可能产生的。 
关键词：学生；学习的主人；课堂教学；重要资源 

 
 

伴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课程资源的意义日
益凸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关注的
热点、焦点问题。如何开发课堂学习的主体——学生，这一巨大
的课程资源库呢？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时刻关注学
生学习的情感和体验，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以人
为本”的新理念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既开发学生的资源，又
合理适时利用学生的资源。 

一、让课堂中生成的有效资源成为有效的教学资源 
面对生成，需要教师运用教学智慧进行有效调控。新课程要

求教师必须根据课堂中不断传递出的各种信息，及时做出正确的
判断，采取得当的措施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课堂中
生成的有效资源成为有效的教学资源。 

1、随机应变抓热点，灵活运用动态生成资源。 
尽管教师事先对教学过程已有周全方案，但动态的教学过程

仍然常常“节外生枝”。此时，教师不能因为有既定教案而压制
学生的思维生成，应该挣脱教案的束缚，适时调整方案，使整堂
课能行云流水。 

[教学片段]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老师让学生拿出准备好的三根长 7、5、4 厘米的小木条搭三

角形，学生开始动手搭建，没想到有人叫了一声“哎呀”，他把
5 厘米的木条折成了两段，一量，两段长度分别为 2.6 和 2.4 厘
米。这下糟了，无论他拿哪一段，都没有办法和原来的两根木条
拼成三角形，急得他直抓耳朵。其他同学不知情况觉得纳闷：怎
么他的三根木条就不能拼成三角形？到底要怎样的三根木条才
行？大家产生了疑问，思维状态活跃起来，一时间议论纷纷。几
名基础较好的学生便实验其它木条，边做边讨论，思路通向三角
形三边长度关系，结论呼之欲出。 

2、抛砖引玉，捕捉闪光点，提升生成质量  
动态的课堂常出现无法预见的意外，这种“小插曲”中或许

就蕴含着有价值的教学资源，此时教师慧眼识珠，善于捕捉闪光

点，放大这些动态生成的瞬间，根据学生的思维逻辑调整教案，

课堂就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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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这时学生无法把分母分解质因数来观察这不足为奇。但是

有的学生却提出：是不是分母是 10、100、1000……的约数的最

简分数，就能化成有限小数呢？其实它就是书上“最简分数的分

母只含有 2 和 5 的质因数就能化成有限小数”的翻版。 
二、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错误，培养发现意识，变错为宝  
《新课程准标》指出：“让学生在数学学习活动中获得成功

的体验，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建立自信心。”良好的数学情感
与态度是学生参与数学学习活动的重要前提，也是学生在数学学
习活动中克服困难和探索创新的动力。《数学课程标准》还指出
“数学课程的内容应该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的”。而学
生学习错误是一种来源于学习活动本身，直接反映学生学习情况
的生成性教学资源。  

1、善待错误资源，在纠错中完善认知。学生的“错误”是
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只要合理利用，就能较好地促进学生情感
和思维的发展。因为学生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出错是不可避免的，
但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尊重、理解、正确对待出错的
学生。这样，学生在课堂上才会没有心理负担，思维才更活跃，
探索和实践劲头就更足。也就是说，学生的学习，必须在一个宽

松的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才会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发挥得更
好。 

2、及时捕捉学生的“错误”，利用错误资源、生成课堂精彩
性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的，在师生、生生交流互
动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错误的学情信息。教师要及时捕捉稍
纵即逝的错误并巧妙运用于教学活动中，锻炼自己驾驭课堂的能
力，促进教学机智。 

例如教学“490÷150”时，大部分学生都会利用“商的变化
规律”去简算，结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490÷150=3……5。 

这时，教师虽及时捕捉到学生的“错误”，但没有马上指出
他们的错误，也没有加以批评，而是巧妙地设下疑问：“这样做
对不对？你有什么办法证明？”学生即刻明白自己必须去验算
（利用被除数=商×除数＋余数），方能知道其正确与否。结果居
然不同！“为什么？”这时，学生通过对比、讨论，发现余数“5”
原来是对着十位，表示 5 个十。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明确错误产生
的原因，知道改正的方法，避免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帮助学
生从对错误的反思中，提高自己对错误的判别能力，也可以挖掘
出绝妙的教学契机，从而生成新的教学过程。 

三、发挥学生的“差异资源”，助攻课堂 
教师必须尊重学生间的差异，关注学生的差异，努力将学生

间的差异生成对话，引发交流和反思，从而成为课程资源，使学
生在个人爱好在学习环境中得到积极感受，生成出鲜活灵动的课
堂！ 

一位教师在《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课上，让同学介绍算理
时，出现了好几种情况，但小组介绍的不怎么好。此时，一位女
生提问，我觉得他们讲得有点不太清楚，我再给大家解释一遍。 

师：你觉得哪个地方他们讲得有点不太清楚，你就问他们哪
个问题，让他们解释，考考他们，好吗？ 

那位女生点点头，“为什么把 48、120 这两个数加起来？” 
生 1：因为他们分别用 4×12 和 1×12。（好多同学齐生反对

说：“是 10×12”） 
所以要把两个数的和加起来，才是它们的和。 
那位女生：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把 2 写在十位上？ 
小组内的那位同学：因为 10×2，所以把得到的 2 写在十位

上。 
那位女生佩服又很满意地说了声“谢谢”！坐下了。 
师：（鼓掌）我这个掌声是给谁的？（学生示意是给那位女

生。）大家都明白了吗？ 
生（全）：明白了。 
又如在进行《通分》这一节的教学时，我在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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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多么宝贵的教学资源啊！这时

我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及时调整了教案，这节课就进行分数大小的

比较方法的指导，虽然没按我的原计划进行教学，但不同的学生

的思维得到不同发展，增加了问题解决的策略，同样达到教学目

标。我们应该知道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获得知识更重要。

让学生的“差异资源”，助攻课堂，使课堂更加饱满。 

总之，有效数学的课堂教学是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
生由被动的接受变为学习的主人。让学生明确目标后自己去读
书，自己去提出问题，自己去做题，自己总结知识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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