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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捕捉动态生成  构建开放和谐的数学课堂 
◆王彩风 

（河南省新郑市第二实验小学  451150） 

 
“生成”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随着

数学新课程的推进，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师生对话正逐渐代替了
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通过对话，师生的心灵距离拉近了，学
生的个性有了彰显的平台……于是平等、互动、充满激情和智慧
的对话成为了我们数学课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一、抓住灵感，放飞灵性的翅膀 
儿童具有得天独厚的纯真和奇思妙想，他们不象成人那样，

被常情、常理、常事、束缚，从这点讲，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诗
人。 

（一）让数学知识与绘本故事结合 
现行教材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问题意识，在设计上为学

生提供了大量发现问题的素材和机会，因此，在教学中，我给学
生提供独立思考的素材，提供充足的思考时间，让他们在思考中
有所得。 

例如：在《0 的认识》一课中，我结合童话情境和学生的生
活经验，让学生自己编设故事，从故事中找到数学知识：“一条
鱼也没有钓到”怎么表示？用 0 表示——0 可以表示没有，当学
生用自己童稚的语言描述这幅情境图时，充满了情趣：“钓到鱼
的小猫兴高采烈的回家了”，“没钓到鱼的小猫垂头丧气地回家
了”…… 

（二）为孩子的“出格”鼓掌 
刚进入一年级的孩子天真烂漫，想说就说，没有顾忌。正是

他们还没有过多的约束，还没有揣摩教师意识和本领，所以他们
的回答往往超出教师、教材的本意。但是这些“出格”的背后蕴
藏的是他们 真实、 原始的想法，如果老师能够关注到学生这
些细节表现，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根据情况随机地改变自己的
教学行为，就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在教学“位置与顺序”时，学生掌握了“前后、左右、
上下”等位置关系后，我领着学生做游戏，我说哪个方向学生就
赶紧指向哪个方向，看谁反应快。看来这个游戏并不难，学生都
掌握得比较好，我说哪，学生指哪，动作整齐划一。可是没过一
会儿，我就发现有一个学生似乎对此不感兴趣，调皮地反其道而
行之。我说左，他偏指右，我想用眼神制止他，可他依然我行我
素。我干脆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没想到这孩子站起来
大声说：“这样做更有趣！”，我心里一动：是啊！既然学生都已
经掌握了位置关系，反过来做游戏岂不是更有挑战性？于是，我
马上决定：“行，就按你的办！”接下来，学生们玩得更加带劲了。
就这样，课上到 后，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我想，正是许许多多的“出人意料”之中，闪现着学生智慧
的光芒和创新的火花，我们教师如果也能“跳”出教材和自己原
先已设定好的“方格”，或许会眼睛一亮，眼前呈现出固定视角
所看不到的景象，这时，我们应该为了孩子的“异想天开”和“出
格”而叫好。 

二、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让个性得以张扬 
重构新型的师生关系一直是课堂教学改革关注的重心。当教

师把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理解、宽容、关爱这些人
文因素注入课堂时，就会获得全新的体验。 

（一）重视学生的问题 
学生向老师提问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很有可能影响到学

生以后的学习，他也许会从此失去提问的兴趣和勇气。相反，如
果老师重视学生的问题，就能保护好学生对数学的好奇心，也能
使学生在心理上得到尊重。在学生学完“25－4”以后，我让学
生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其中一个学生问：“老师，4 能减 25 吗?
“我没有一语带过，而是非常关注这个学生的问题，这个质疑环
节不只是一种形式，于是顺势说：“就是啊，4 能减 25 吗?”这
个问题一下子引起了学生热烈的讨论。 

生 1：不能减，因为 4 比 25 小。 
生 2：不能减，一减就不知道等于几了，没法算。 
生 3：可以减，但是要想办法。 

生 4：先借数再减。 
生 5：借数来减就等于负数了。 
生 6：等于-21。 
问题解决了，从头到尾我没下一个结论。但是我充分重视了

这个问题，并且让这个问题成为激发学生思维的源泉，还巧妙地
借助学生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接纳学生的意见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老师才是学生的知识传授者，事实上，如

果一个老师能够虚心向学生学习，也会受益匪浅的。比如：有些
学生在做减法时，喜欢把被减数和减数交换位置来算，导致出错。 

于是我郑重的告诉学生：在做加法时，可以根据需要，交换
两个加数的位置。但是在减法中，被减数和减数绝不可以交换位
置，绝对不可以！话音刚落，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您说
的不对”。我听了愣了一下，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这孩子说：
这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被减数和减数也可以交换位置。 

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比如，被减数和减数完全相
同的时候，可以交换它们的位置”。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得尴尬，
相反，非常地欣喜，我为学生有这么缜密的思维而高兴，更为学
生敢于向老师挑战的勇气而感到欣慰。借着这个话题，我很诚恳
地认了错：“我教了多年数学，从来没有学生敢挑我的毛病，今
天却有学生指出了我话里的错误，真令我感到意外。今天这节课，
你就是我的老师，我不但很佩服你，还要谢谢你。希望每一个同
学都像他一样，不迷信老师，不迷信书本，遇到问题能有自己的
思考”。学生们听了这一番话，集体自发的欢呼、雀跃！ 

（三）满足学生的需要 
在课堂上，学生想研究什么问题?想用什么方式去研究这

个？有多少种不同方法想去尝试?教师能不能 大限度地满足学
生的这些需要，是教师关注学生与否的一种重要体现。在学习了
测量的知识以后，我让学生回家测量自己的腰围，第二天汇报。 

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的腰围是多少？”同学们顿时一
阵哄笑，我说：“你们先估计一下。”这个学生说：“老师，您先
说您怀孕没有。假如怀孕的话，腰围就会比平常人多出几十厘
米。”我说：“没有。不过，你这么问，说明你平时挺爱观察，也
爱想问题。估的准不准，还得动手量一量才知道。但今天只有直
尺，没有卷尺，怎么办?”这个学生跑上讲台，拿着米尺，小心
谨慎地围着老师的腰绕了一圈。看一看是 83 厘米。这样一来其
他学生也活跃起来，一个学生说：我想用一张长长的纸条，对着
米尺，把刻度画下来，就可以当卷尺用了；另一个学生说：我可
以拿一根绳子，围着您的腰绕一圈，再量—下这根绳子就可以了；
还有的学生说：我只要把老师的皮带取下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还
有的说：我一拃有 10 厘米长，看看您的腰围有几拃就可以了…… 

就这样，学生们用他们想出来的各种办法，在我的腰上折腾
了好一阵， 后得出一个结论：“老师，您该减肥了”，在一种开
心的氛围中，量腰围的活动结束了。学生一个玩笑似的要求，使
这堂课完全打破了原计划，而这堂与原计划完全不同的课，由于

大限度地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生学得特别主动，智慧也得到
了充分的展示。同时，也我再一次感受到在学生身上具有不可估
量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