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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艺术的引导  智慧的课堂 
◆胡爱武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振宁学校  246121） 

 
摘要：学校最近开展研修课活动,听了诸多老师课后，有了这样的思考。

同一节数学课，同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将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也确定

的相同，为何课堂上学生的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仅仅是因为教学设

计不一样吗？同样的教学设计，不同的教师，效果会相同么？答案是否

定的，更何况“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差异在哪里？“引导”，差异应

该在教师的引导方法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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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引导法，即是教师依据学生掌握的知识和解题能力，可
以先放手让学生试着解决一些题，当学生一时想不起来时，教师
立即加以点拨指导，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在小学数学的课堂上，
如何做到有效的引导呢？ 

一、精心预设问题 
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常常会看到一些教师在探究新知前竭力

启发着学生，并提心吊胆的期待预设中的问题从学生的口中说出
来。学生们要么启而不发，出现难堪而冷场，要么在教师的引导
下一发而不可收拾，出现五花八门的回答。为了防止该种情况的
出现，就需要教师在课前精心地设计问题。问题的设计要体现教
学内容的重点，让学生通过问题就能够对本节课有着直观的认
识。教师对设计问题后，要及时将问题给学生布置下去，让学生
带着问题进行课前预习，否则学生在预习时容易眉毛胡子一把
抓，分不清重点。 

二、善用布白艺术 
正如中国书法很讲究“布白”，注重虚与实，疏于密的有机

结合。这一手法在篆刻，绘画，摄影等艺术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也应该讲究“布白”。巧妙的将艺术中
的布白手法运用于数学课堂教学中，不但能使学生拥有“充分从
事数学活动的机会”，而且能留给学生知识上，心理上的暂时性
“空白”，留给学生思维驰骋的空间，留足学生自由思考的余地，
并以此突出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充分享受到沉浸浓郁，含英
咀华的快乐。教师在数学课堂上要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化被动的
接受式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探究。有些观点认为，小学生由于思
维发展有限，主要的任务就是夯实基础，探究式学习对于他们来
说显得力不从心。其实不然，小学生的思维方式较为活跃，能够
对自己兴趣的内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教师运用“布白”
艺术时，要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程度，要对他们主动探究进行积
极的引导。 

三、巧用手势和眼神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合理巧妙的运用肢体语言，以手显形，以

行传神，可以增强语言的力度，使教学课堂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给课堂增添亮色和活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
学生听课如沐春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强化知识在头脑中的印
记，提高课堂实际效率。 

如：在教学《一米有多长》一课时，在学生感受一米有多长
的环节里，寻找生活中什么大约是 1 米，当学生露出百思不得其
解的表情时，我伸开双臂，学生紧缩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因为
发现双臂伸展的长度大约 1 米。学生练习记忆的激情很高，就这
样，很快了解并掌握 1 米有多长。 

四，关注学生情绪 
当学生们精神愉快，情绪饱满时，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倍

增，智力活跃，接受力强。所以在组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时
刻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善于捕捉学生的眼神，表情，动作等。苏
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预见到课的所有细节，而
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的在学生不知不觉中作出相应的
变动。” 

一个教学老练，思维缜密，课堂机智的教师才能够驾驭扎实
高效，充满智慧的课堂！笔者曾上过一堂示范课，记忆犹新，课
题是《可能性》，整堂课采取一个故事——阿凡提智斗财主巴依，

巴依特别狡猾，想霸占阿凡提的财宝，他拿出只装有黄色小球的
盒子，跟阿凡提说，如果你能从中摸出红色的小球，你就把财宝
拿走，阿凡提能摸出红色的小球吗？那是不可能的，那聪明的小
朋友们，怎样才能是阿凡提转败为胜呢？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
气氛高涨•••••直到最后，课结束，学生意未尽。 

五、在关键的节点处进行积极的引导 
在课堂教学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关键节点。例如学生之间就

某一个问题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在数学思维的建构上产生
了一定的误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师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让学生学懂弄通该数学问题，推进下一步的数学学习。 

一是正确引导认知方面的冲突。由于学习的内容日益增多，
学生如果完全应用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认知，那么就会对很多数
学内容理解不够到位。因此，教师要进行及时的引导，让学生了
解到新学到的知识的精髓。比如，教师在教学生学习如何运用字
母来表达数量关系时，有的学生对此不理解，陷入到了认知的误
区中。那么，数学教师就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从生活
中得出学习的结论，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二是正确引导在思维中产生的误区。在学习过程中，因为对
数学知识的认知不同，理解有偏差，使得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容
易在数学思维上产生误区，这时需要在思维上进行及时的点拨。
例如，教师在讲授能被 5 整除的数字特点时，学生依据已经掌握
的学习经验，他们得到了个位数的特点，但是单纯从个位数字上
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所有的情况，所以教师要引导
学生从整个数上进行探究。 

三是正确引导数学观点上出现的分歧。很多学生在数学中的
一些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由于对该问题的看法不同，同学之间
就数学学习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反映出学生对该数学问题已
经进行了认真思考，但是有的同学在思考中没有掌握正确的方
法。对于看法正确的同学，教师要对学生认真思考问题进行表扬，
鼓励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再接再厉；对于看法错误的学生，教师
不要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可以采取顺水推舟的方式，让学生按
照他思考的方式进行推断，通过深入的学习了解到自己观点的错
误，了解到正确的思考方式，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总之，课堂引导貌似简单实则复杂，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
门艺术。随着课改的深入实施，课堂活动的生成性和变化性，使
得实际的课堂引导表现出更多的独特性和灵敏性。因此，整个教
学过程中，教师只有从根本上形成对课堂引导的正确观念，把学
生当成学生的主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实践中提升课堂引导
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以“小引导”创造出“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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