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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学议时机，提高课堂效率 
◆罗  波 

（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中心小学校  408400） 

                         
摘要：我们在教学中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联系

生活学数学；把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体现“数学源于生

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受

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力。所以如何运用教材、创造性

地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数学学习更贴近学生生活，找准每一节内

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切合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我们探索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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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既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认知
过程,又是学生能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教师要彻底掘弃和摆脱传
统的“填鸭式”教学，把主要经历放在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提
供信息，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上.关键是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
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这与我校目前倡
导的“学、议、导、练、结”五环节模式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
而其中“学”和“议”是 重要的两个环节 

一、利用学生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是进行自学的必要条件 
奥苏伯尔认为：学生是否能吸取到新的信息与学生认知结构

中已有的有关概念和经验有很大关系。数学学科有其严密的系统
性和逻辑性，大多数数学知识点都有其前期的基础，后期的深化
和发展。给学生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准备是学生积极参与数学课
堂学习的必要条件。 

二、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面对新课程，我们必须牢记陶行知先生所言：“先生的责任

不在于教，而在教学生学”。应该改变以往那种让学生跟在自己
后面亦步亦趋的习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要在
课堂上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
生，就必须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掌握学习方法，逐步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  

1、让学生学会自学教材，自学教材目的要明确，要有针对
性。  

教师给定学生自学提纲后，要让学生对照自学提纲，认真阅
读教材，教育学生阅读课本时应聚精会神，一边读一变想。先对
每一段、每一层次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再前后联系起来，
回答老师自学提纲上提出的问题。  

2、教会学生自学的一些方法。在学生自学时，要求学生能
计算验证自学结论的要认真计算；在学习内容里勾划出重点、难
点及不理解的地方，并在这些地方做标记，要教会学生如何在书
上做记号，例如： 直线 （ ＿＿＿ ）表示比较重要的内容 ，
波浪线（ ﹏﹏﹏ ）表示特别重要的内容， 重点号（ ……… ）
表示这是关键性的词语， 问号 （ ？ ）表示对句子或观点的质
疑等。让学生在书上做记号，一方面促使学生动脑筋，这不仅能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能督促学生自学必须认真而不是敷衍
了事。另一方面，在书上留下痕迹，有利于学生日后重温知。 . 

三、组织学生讨论，要注意课堂讨论的时机，让学生学会讨
论  

（一）要教给学生讨论的方法。  
要让学生明白讨论的目的是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合作，取长

补短，从而使自己获得比较全面、精确的知识，发展自己的认知
能力。因而，在讨论时，应由讨论组长主持，第一步：让小组中
的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第二步：对于不同意见
展开辩论。如果在辩论中争执不下，不能得出结论时，暂时中止
讨论，由发言组长把不同的意见汇报给老师，待老师点拨后，继
续讨论；第三步：小组成员进行系统整理后，得出统一的结论。
如果老师抽到那一组，就由发言组长作以汇报（每组中的讨论组
长、发言组长可以由组中的几位同学轮流担任）。 

（二）让学生动手操作是引导学生“议”的重要手段。 
课堂教学是师生多边的活动过程。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

的“学”。优化课堂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
生 大限度的参与，让学生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
口表达。因此，教师必须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主动为学生参与
教学过程创设条件、创设情境，如教学“长、正方体的特征”这
一课，可以设计以下几个环节： 

1. 首先教师出示若干个物体的包装盒，让学生先对他们进
行分类，并叙述自己的分类理由。 

2. 教师拿起一个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的盒子让学生观察、触
摸长方体后讨论有什么特征。 

3．通过学生的讨论小结、教师的引导总结出长、正方体的
所有特征。 

4．让学生用橡皮泥做顶点、长短不同的细木棒做棱，四人
一个小组合作制作一个长方体、一个正方体后再说其特征。 

通过这样的设计，将操作、观察、讨论结合在一起，不仅使
学生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而且还启迪了思维发展，达到了数学
教学使学生既长知识又长技能的目的。   

（三）设置认知冲突是学生进行“议”重要诱因   
学生的参与欲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学生的认知冲突

是学生学习动机的源泉，也是学生积极参与思维学习的诱因。所
以，教师在教学中要不断设置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参与欲望。
如“长、正方形的面积”这一课的教学，先出示 12 个大小相同
的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摆一个大长方形,有几种摆法？然后
让学生讨论长方形的面积与什么有关？有什么关系？你能验证
吗？通过这样设计，层层深入，不断设置认知冲突，是学生始终
处于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欲望。 

（四）因材施教，是进行“议”的前提条件 
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整个学习活动中去。同

时，又要注意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
个性差异毕竟存在，所以在课堂上必须做到“上不封顶，下要保
底”。在教学中，我针对各种教学内容，精心设计课堂练习，让
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从实际出发，有话可说。如，在教学分数应
用题时，出示了这样四个题目： 

1．车站有 36 吨货物，运走了 1／3，运走了多少吨？ 
2．车站有一批货物，运走了 1／3 ，恰好是 36 吨，这批货

物有多少吨？ 
3．车站有一批货物，运走了 1／3，还剩 36 吨。这批货物

有多少吨？ 
4．车站有一批货物，第一次运走了全部的 1／3 ，第二次

运走了全部的 1／3，共运了 36 吨，这批货物有多少吨？ 
在讨论时，让学习程度中下等的学生议第 1、2 题，中上水

平的同学在议完 1、2 题后，再开动脑筋议第 3、4 题。这样，不
仅使多数学生能“吃得了”，而且让少数学生能“吃饱”。这样的
分层讨论练习不但在课堂上进行，在课后的练习中，我也采用这
样的方法。有能力、学习好的留一些难题，中、下等的学生留一
些较简单的习题。这样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所领悟。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有了学生认真有效的自学，就会
有下一步有的放矢和人人参与的讨论。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
起学生的积极性，创造出良好的问题情景和学习氛围，使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到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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