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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教学中如何关注学生的思维进程 
——“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教学片段 

◆江显清 

（重庆市长寿区第二实验小学  重庆  401220） 

 
在提出“怎样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一问题后，教师让

学生尽情猜想，然后动手验证（课前学生自己剪的平行四边形纸
片，上画没有方格、也没有标上高）。 

汇报时—— 
生 1：我认为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是用底高。（然后

介绍了自己的验证方法：沿着平行四边形中间的一条高，将平行
四边形剪拼成长方形……） 

生 2：我也认为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是用底東高。（然
后介绍了他的验证方法：沿着平行四边形上边端点引的一条高，
将平行四边形剪拼成长方形……） 

生 3：我没能猜出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我是这样来
求的——他将平行四边形纸片剪成两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长方
形，然后将两个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长方形…） 

生 4：我觉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用长乘宽。因为平行四边
形容易变形，可以转化成长方形。 

...... 
学生展示究后，教师引导学生们一一评价，着重解决第一 
二、三种方法有什么相同点，为什么都要沿着高剪。 
在评价第四种方法时，教师说：“这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十分

有价值的问题！请这位同学再说说是怎么想的。” 
生 4：我用四支铅笔搭成一个长方形，再轻轻一推就成了一

个平行四边形。长方形的面积是长乘宽，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也是长乘宽。 

师：非常感谢这位同学！他大胆地猜想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
相邻的这两条边的乘积。（发言的同学满脸自豪）现在，同意的
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同意的只有五位，绝大多数不同意）
哪位来说说为什么不同意？ 

生 5：（指着图）钟过来以后，这条边短了。（看得出同学们
没有认可） 

师：现在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拿出一个可以活动
的平行四边形框架）这四条边的长度没法改变。它的面积是相邻
的这两条边的乘积吗？（说“是”的比原先多了）平行四边形容
易变形，（拉动后）面积变了吗？能用相邻的两条边长度相乘吗？
（学生在思考） 

生 4：华老师，我能借用一下您的平行四边形吗？ 
师：可以可以！ 
生 4：（快步上前，将平行四边形框架反方向拉成一个长方

形）这样就能用相邻的两条边相！（同学们和听课的老师都笑了） 
师：赞成用相邻两条边的长度相乘的，请举手。（绝大多数

学生举手了）非常好！他找了个“行”的例子。那你再看呢？（顺
着他的方向，教师鯕拉动平行四边形框架，直到几乎重合） 

生 6：我发现问题了！两条边长度没变，乘积也就不变，可
是面积变了。（认为“行”的学生也不说话了） 

教师看时机已到，于是总结说：“前三种方法，是通过剪拼，
将平行四边形转化成了长方形，面积有没有变？（生齐：没有。）
第四种方法是将平行四边形拉成了长方形，面积有没有变？（生
齐变了。）两者都是转化成了长方形，但我们是要计算原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转化以后的面积能不能变？（生齐：不能。） 

忽然，生 4 喊了起来：“华老师，您误导！” 
全场大笑。 
教师更是开怀大笑。 
在笑声中教师对生 4 说：“你说得太好了！不过，我不是误

导，而是导误！并且，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你的想法启发了大

家，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并不一定要用底来高，用相邻两条边
的长度相乘再乘上一个变动的量就可以了，那是将来到高中就要
学到的！”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在新的学习中，学习者通常基于以往的
经验去推出合平逻辑的假设，新知识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生长
点而“生长”起来的。学生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之前，
仅仅学习过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而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
积实质上都是用相邻两条边的长度的乘积来计算的。这就是学生
的已有知识经验。所以在探求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方法时，学生
想到用相邻两条边长度的乘积来计算，完全是一种合情推理，是
自然而真实的想法。 

从生 4 的前两次回答可知，他是沿着“平行四边形容易变形， 
可以把它拉成长方形，长方形的面积是长乘宽，所以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也是长乘宽”这个思路去想的。生 4 的思路得出了错
误的结论，其他同学的剪拼思路得出了正确结论，那么二者的实
质区别在哪里？生 4 的思路隐含的假设是：平行四边形在变形
中，面积不变。生 5 的回答表明他认为，平行四边形在拉动变形
中，边长有了变化，所以他不同意生 4 的看法。生 5 的想法隐含
的假设是两个平行四边形在拉动变形中，边长变了；因为边长变
了，所以面积也变了。生 5 认为平行四边形在拉动变形中，边长
变了，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而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可。生
5 用错误的理由来否定生 4 的观点，说明了反对生 4 观点的同学
他们的理解也并不全都是正确的。这是在表面正确下所隐藏的错
误，如果没有暴露出来，教师很难发现。 

在教师引导学生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关注
和思考：一是当教师拿出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框架后，要学生
思考这四条边的长度没法改变。它的面积是相邻的这两条边的乘
积吗”时，说“是”的同学反倒比原先多了。为什么会增加？新
增加的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新增加的这些人他们原先认为不能
用相邻两条边的乘积来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现在认为能，是
什么促使他们改变了观点？是因为此时他们认识到平行四边形
框架在拉动变形中边的长度不变。这说明他们还有这样一个没有
明确表达出来的观点平行四边形的边长不变，面积也就不变。那
么，新增加的这些人原来认为平行四边形在拉动变形中边的长度
变还是不变？合乎逻辑的推论只能和生 5 一样，认为会变的。可
见，生 5 的想法不是奇特的孤立现象。 

二是当教师拉动平行四边形框架使它发生变形后问学生：
“面积变了吗？能用相邻的两条边长度相乘吗”时，绝大多数学
生并没有像起初那样坚定地表示不能用相邻的两条边长度相乘
来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而是陷入了思考。这种思考也反映了
一种犹豫或疑惑，此时学生明确知道，边的长度没有变化，他们
的疑惑一定是不能确定在拉动变形中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变了没
有：说没变吧，似乎直观看到有变化；说有变化吧，又与自己已
有的想法（边长不变，面积也不变）相矛盾。可见对于小学生来
说，在初步知道平行四边形面积等于底乘高的条件下，即使知道
下面两个平行四边形的边长对应相等，学生仍不容易断定左边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大于右边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三是当生 4 将平行四边形框架反方向拉成一个长方形，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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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用相邻的两条边相乘”后，绝大多数学生都举手赞成
用相邻两条边的长度相乘来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是一个令人
惊奇的现象，又是一个真实的现象：绝大多数学生竟然从正确倒
向了错误！生 4 提供的例子，是学生确认的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
法，此时又和他们已有的“边长不变，面积也不变”的错误想法
联系了起来，所以他们走出了刚才的疑惑和犹豫，做出了他们认
为正确但实际错误的决定。虽然前边学生已经发现平行四边形面
积的计算方法是用底乘高，但此时没有学生发现在平行四边形的
拉动变形中，边长没变，从而底没变，但高变了，从而面积也变
了。这说明学生先前的正确认识还不够清晰巩固，处于一个比较
低的层次，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干扰，还不足以发现“用底乘高
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用相邻两条边的长度相乘求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之间的矛盾。可见正确建构并不容易，一帆风顺的建
构也可能是肤浅的建构。正所谓“正确，可能只是一种模仿；错
误，却绝对是一种经历”。 

为什么生 4 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既与他独特的思路有关，
还与他自主选取的与其他学生不同的验证手段有关。生 4 是拉动
能变形的平行四边形，其他学生则是剪拼平行四边形纸片。平行
四边形纸片在剪拼中形状在变，面积不变；平行四边形在拉动变
形中虽然边长不变，但面积却变了，而且这种变化学生不易察觉。
面积变还不是困难的实质所在，实质是对小学生来说，不能确定
变化前后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之间有什么关系。 

总结以上可知，生 4 的思路与其他同学的思路的实质区别
是：后者是等积变形，前者是不等积变形，而且是不能确定变形

前后面积之间倍数关系的不等积变形，因此是错误的。（由此也
可推知，在为了求面积（或体积、周长）而进行的转化变形中，
我们 希望的是等积变形，其次是能确定变形前后面积（或体积、
周长）之间倍数关系的不等积变形。） 

郑毓信先生说过：现代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
学生的错误不可能单纯依靠正面的示范和反复的练习得到纠正，
而必须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又由于所说的“自我否定”
是以“自我反省”，特别是内在的“观念冲突”作为必要的前提
的，因此为了有效地帮助学生纠正错误，教师就应十分注意如何
提供（或者说创造）适当的外部环境来促进学生的“自我反省”
和“观念冲突”。 

促进学生的“自我反省”和“观念冲突”实际就是促进学生
思维的充分参与，促进学生的有效建构。教师要创造适当的外部
环境来促进学生的“自我反省”和“观念冲突”，就必须关注学
生真实的思维过程，准确把握学生原有的内在观念。也只有这样，
教师创设的外部环境才能具有针对性，观念的冲突才是真枪实弹
的，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和原有认知结构的改组才能是有效的。在
本案例中，正是由于教师准确把握了学生原有的观念一一边长不
变，面积也就不变，所以当教师继续拉动平行四边形框架，直到
几乎重合时边长还没变，但面积已经小得无法否认它的变化了，
新的无可驳的事实与学生的原有观念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学生思
想上的“自我否定”实现了，他们的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新知
识意义的建构和原有认知结构的改组得到了有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