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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一节数学课堂教学的意外收获 
◆韩光伟 

（广西贵港桂平市木乐镇复全小学  537202） 

 
一、教学背景 
许多教师抱着这样的教学观念：上课就是要执行教案或者事

先设定的教学思路的过程，教本就是教学的“圣经”，教学活动
主要是完成知识传授而不需要顾及学生情感的独角戏。然而再这
节课堂中，学生一句不经意的话让笔者改变了教学方式方法，使
课堂出现了许多惊喜和亮点，让自己在课后的教学反思中受益匪
浅，其实，课堂本身就是向求知方向挺进的旅程，随时都可能发
生意外的通道，美丽的图景，而不必要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的线
路而没有激情的行程。 

这是小学三年级上册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可能性。 
二、教学过程 
课堂上，笔者事先拿出一个盒子，向学生展示把 9 个白色的

兵乓球、1 个黄色的兵乓球依次放入盒子里面。 
师：如果我们从中任意摸出 1 个球，可能是什么颜色的球？

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有多大？  
（学生略做思考后交流） 
生 1：可能摸到白球，也可能是黄球。 
生 2：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看到 10 个球中有 9

个白球，只有 1 个球，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最大。 
上课到这里，我原本以为这样就算是圆满完成了例题的教学

任务，因为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观察看到，然后进行分析推理得到
——摸到白球的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及时的呈现教学结
果，不必要费周折讲析求验，这样即省时，又讲求教学效率。 

…… 
正当我得意之时，突然有一位同学站起来说：“决定太早了，

虽然只有一个黄球，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能摸到黄球出来。”最
好的办法就是让学生亲自试验，进而进一步的感知是哪一种球出
现的可能性大，哪钟球出现的可能性小。 

今天我们就以这些球来一起做抽奖游戏。规则是：从第一组
第一桌开始直至第四组的最后那一桌，每个人只能摸一次，摸到
球的情况告诉老师，老师在黑板上记录同学们摸到球的情况，然
后再把球放进去，摇匀，再传给下一桌的同学，这时全班喧哗： 

生 1：我一定摸出白球。 
生 2：我可能摸出黄球。 
…… 
师：那我们开始了，谁要是能摸出黄球，谁就会成为我们今

天的辛运小明星，并获得一个辛运星。 
学生开始摸球：（学生活动省略） 
（教师板书 ）             抽奖记录卡 
类型 次数 颜色 
白球 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 
黄球 T T 
师：现场采访摸到黄球的同学，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生：我很高兴，我是今天的辛运者。 
师：采访有信心摸到黄球的同学，为什么没有摸到黄球？ 
生：运气不好。 
师：那老师再给你机会。 
（一连摸了许多次，那位同学才摸到到黄球） 
师：自己还能摸到黄球吗？ 
生：（摇摇头）说可能性不是很大。 
师：看来这个纸箱还藏着一个小秘密，同学们猜一猜，这个

小秘密是什么？ 
生 1：肯定是有一种球多，有一种球少，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通过刚才的实验记录，同学们摸到白

球出现性就会大。那现在同学们知道老师摸奖箱里的小秘密是什
么吗？ 

生：白球多，黄球少。 
师：这个抽奖箱就是利用可能性大小原理可以进行各种各样

的游戏活动。 
…… 
笔者原本以为这样算是完成了例题的教学任务，正想准备给

学生布置练习题时，突然有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老师，这样的抽
奖不公平，能否让大家公平的能拿到辛运星呢?，听到学生这样
活跃，自己为什么不随着学生的想法继续下去呢？ 

师：那谁能告诉老师怎样做，才公平？ 

生：（齐说）一个白球，一个黄球。 
师：为什么呢？ 
生 1：球少了好摸到，容易摸到。 
生 2：不是一就是二，好猜到。 
师：那我们就公平起见，只放 1 个白球和 1 个黄球，也是抽

到黄球的得奖。全班分为 3 组，组长做好记录，然后展示记录结
果。现在请同学们将 3 组数据进行比较，看谁能得出什么结论？
（小组讨论后汇报） 

生 1：我们发现两种颜色的球个数相同时，摸到的可能性也
差不多是相同的。 

生 2：老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知道数量的多少可以决
定可能性的大小。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自己感到很欣慰：学生学习可以通过自
身的探索去获得，不必我们教师亲躬亲为、面面俱到去讲析。而
且学生的自我总结也是十分的贴切，我们教师何不如从生活中设
计一下——数量的多少可以决定可能性大小的例子来考考学生
呢？已是笔者就尝试一下下面的案例教学。 

师：既然大家都知道数量的多少可以决定可能性的大小，那
老师就考考你们。 

板书： 

物品 颜色 数量（个） 次数 可能出现
的结果 

可能性大
小比较 

美羊
羊 

红 5 
1 

 
 

白 5  
懒羊

羊 
黑 4 

1 
 

 
白 1  

灰太
狼 

灰  
1 

灰色 红色﹥灰
色 红  红色 

师：谁愿意对红白美羊羊可能出现的结果和可能性比较做出
猜测？请做在最后面的小红同学（学困生）说说？ 

小明：红白两种颜色的球都有可能摸到。 
生：（大部分）哗！ 
师：同学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呢？ 
生 1：她是个内向生，平时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说，她也能回

答了。 
师：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到她的缺点，还要看到她的优点，

每个人的优点应该大过她的缺点的，那个同学还能说说？ 
生 2：红白两种数量一样，摸到可能性大小一样。 
师：谁想对懒羊羊可能出现的结果和可能性大小做出猜测？ 
生 1：黑白两种颜色的球都有可能摸到，黑色出现的可能性

比白色大。 
生 2：黑色懒羊羊的数量多，所以出现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师：谁会根据灰太狼被摸出的颜色及可能性大小来推断两种

颜色的数量多少？ 
生：由于摸到红色灰太狼的可能性大于灰色的灰太狼。因此，

红色灰太狼的数量多，而灰色的灰太狼相对少一些。 
师：你认为红、灰两种颜色的灰太狼分别有几个？ 
生 1：4 个红，1 个灰。 
生 2：3 个红，1 个灰。 
生 3：6 个红，2 个灰。 
“叮！叮！叮！”这时下课铃声响了！ 
三、反思 
本节课堂没有能按我事先设计好的思路完成教学任务，从传

统的教学来看这是教学的失误，学生意见出了分歧，这是我备课
时也不曾意料到，虽然影响了教学进度，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收获
颇多，如果按照事先设计教案进行教学，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
和观点，就会压抑学生发展质疑能力。 

在这节课上，我改变自己事先的教学方式方法，不会因偶发
事情发生，就马上制止，甚至还会训斥学生，而是利用学生一句
不经意的话来当作一项数学资源来利用，通过堂课，我最大的感
触有以下几点： 

1、微笑和鼓励——为学生营造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 
2、平等与民主——让学生有质疑和争辩的权利 
3、接纳与包容——让学生有随时尽情地表露想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