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科研 

关于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情景创设的思考 
◆雷  珍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大南街小学） 

 
“时间就是生命”，课堂 40 分钟的演绎是课堂教学价值的体

现。然而，实践中，却时常有教不完现象的发生，以至于任意拖
堂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在于老师漠视宝贵的时间，浪费了
教学的时间成本，使教学时间在“无奈的等待”中不断流逝、消
失，导致了教学的低效、微效甚至是无效。因此，数学教学，再
也不能这样“等”了！ 

一、导入——不能“不着边际”地演绎 
毫不夸张地说，创设情境已经成为当前数学老师煞费苦心的

一件事。他们往往为了突出“新、奇、趣”而去挖空心思地创造
出迷人的问题情境，以至于出现了“不着边际”的演绎，结果使
教学陷入“等”的尴尬误区。如一位老师执教《9 加几》时，利
用课件出示一幅美丽的图片：小桥、流水、人家，9 只小鸭子在
河里嬉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拄着拐杖在桥上数鸭子。这时
音乐响起，教师伴随着动听的音乐唱起了《数鸭子》，教师边唱
边舞，学生也随着歌声左摇右晃。可是一曲结束，孩子们仍沉浸
在优美的歌声和绚丽的画面中，什么数学问题都没有发现。再如
一节《认识乘法》的课上，执教老师创设了这样的情境：上课伊
始，师：同学们喜欢小动物吗？生：喜欢！师：好！今天，老师
就带大家一起走进美丽的大森林。（屏幕上出示了一个精彩的动
画片—“美丽的森林”）接着让学生观察并提问：“你发现了什
么？”学生观察后纷纷积极发言： 

生：1.我发现这儿真好玩！有小动物，有房子、河流和小桥。 
生 2：我发现小河里的水还在流动呢！ 
生 3：我发现小河里还有鱼儿在游呀。 
生 4：我发现小鸡的头还一动一动的，它们是在啄米，还是

在吃虫子？ 
生：……至此，十几分钟过去了，孩子们在老师“你发现的

真好！你真有想象力！”等的夸奖下，不断有新的发现。上述情
境，虽然声像俱佳，孩子们也在老师的百般煽情和鼓动下，兴趣
盎然、生动活泼，但是这种情境除了华丽的外表，对引发思考、
激发探究又有多大益处呢？像这样，纵然情境外表千姿百态，但
细究下去却偏离主题万里，绚丽多彩的形式实在掩饰不了空虚的
内在，宝贵的时间也必然会在老师“不着边际”的演绎中悄悄流
逝。 

二、观点——不能“置若罔闻”地迁就 
数学无疑来源于生活，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

同时，数学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以其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
辑性与现实生活又保持着一定距离。数学绝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生
活，而是高于生活的。可是，一些老师在创设情境时，片面地追
求生活化，而忽视了数学本身作业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科学性和严
谨性，对学生的观点为“置若罔闻”地迁就，使牵强附会的情境
背离了数学的问题属性，令教学在孩子们千奇百怪的观点呈现中
陷入了无效（甚至是负效）的误区。如：《分数的初步认识》一

课的教学中，当学生初步识识 后，老师创设了这样的问题情境：
“在我们身边有 吗？请同学们在教室里找一找。”学生立即积极
地在教室里找了起来。汇报时，孩子们发言踊跃，只是有些大同
小异。这时老师又问：“有没有同学找到和刚才不同的 呢？”马
上又有一位同学抢着回答：“教室里的电视机从中间平均分成两
半，每份就是它的 师为了体现尊重学生，期待“多样”，不敢对
这个不切合实际的说法进行及时的引导和纠正，而是肯定了他的
说法。 

三、结局——不能“一厢情愿”地等待 
课堂教学中，老师预设的教学环节都期待着有个良好的结

局、满意的结果。这份动机是好的，然而“动机和结果不一定会
统一”，特别是一些随机事件发生的结果并不受心理期望影响，
这是老师应该有的理性认识和基本常识。如果无视这个“常理”，
“一厢情愿”地“执著等待”预想结果的出现，往往会造成教学
时间的浪费，导致教学的尴尬。所以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教学中那
仅仅是为了追求时尚而绞尽脑汁捏造的情境，它们很有可能会出
现“事与愿违”的“一厢情愿”式的“苦熬”。如：在教《平行
和垂直》这课时，创设这样的生活情境：两根铅笔掉在地上，可
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图形？让每个学生独立思考，把可能出现的图
形用铅笔在桌子上摆一摆，然后再把典型的图形展示出来。接下
来的情形可想而知了：教室里“沸腾”了，铅笔掉在地上响起的
“劈里啪啦”声，此起彼伏。可是到了展示的时候，虽然一组接
一组地汇报，一个接一个地展示，老师预想的“垂直与平行”却
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同学们在老师急切的期待中，搜肠刮
肚、轮番上阵，始终弄不明白老师要的是什么，也只能是“众里
寻她千百度了”…..学生汇报的结果依然如故，教师等待的热情
丝毫不减，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一大半，教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源在于老师的“一厢情愿”：理论上，两根
铅笔掉在地上是可能出现“垂直和平行”这两种情况的，可老师
想过没有：在有限的 40 分钟里，一般相交（不垂直）、垂直、不
相交（平行）三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相等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教
学预设，也许把整节课的时间都用来“扔铅笔”也未必出现“垂
直和平行”。因此，教学时，对于预想的结果要有充分的认识、
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而不能为了理论上的可能，现实可能
性却很小的结果去“一厢情愿”地等待，这只会令孩子感到茫然、
令教学走向低效。 

时间不可逆流，教学无法再来！让我们凭理性演绎理念，用
务实缔造真实，珍视教学时间，挖掘时间效益，拒绝虚度时间，
以追求教学的高效和实效。因为，数学教学，再也不能这样“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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