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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一道“数学难题”的“华丽转身” 
◆诸锦娟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210029） 

 
引言：近期我们特级教师工作室的成员又走进了领衔人张齐

华特级的课堂，一开课，老师们便炸开了锅：“这不是一道奥数
题吗，这样的教学内容可以进入数学课堂吗？”、“这么难的试题
考试又不考，干嘛要花一节课时间来研究呢？”…… 

张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道奥数难题作为课堂教学研究
的内容呢？这引起我的深思…… 

一、思忖：难题究竟难在哪里？ 
据张老师介绍，这节课的教学灵感来源于萍教授给小学数学

老师的一次讲座中提到的案例： 
一个边长为 4 米的正方形封闭的羊圈，羊圈外面全部是草

地。一根绳子的一端系在羊圈固定的桩子上，另一端拴着一头羊。
如果绳长是 6 米，羊能够吃到多大一片草？（羊的大小、拴绳部
分忽略不计） 

仔细琢磨思忖，这个难题之所以“难”，主要有三个难点： 
1.问题情境陌生 
在之前《圆的面积》的练习课中，学生也遇到过“羊吃草”

的问题，但那仅是求一个圆的面积。而这题情境中多了一个羊圈，
多了 6 米绳长，让问题变得复杂了很多。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
这里的生活情景、问题情境是学生十分陌生的：羊圈具体是什么
样子，羊吃草的范围有哪些，6 米的绳长与哪些因素关联？这些
都是学生困惑的地方，也是学生解决问题的困难所在。 

2.条件变化多样 
在这个问题情境中，拴羊的绳子的长短变化直接影响着计算

结果。当绳长等于 4 米或小于 4 米时，结果是一种情况；当绳长
大于 4 米而等于小于 8 米时，结果是另一种情况，绳长变化结果
也会发生变化……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数学问题，随着条件的不断
变化，结果就会发生改变，这对学生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 

3.思维链接繁杂 
所谓数学难题，无非是知识点多，条件隐蔽，计算复杂，对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要求比较高。需要链接众多的知识点；
需要链接众多的隐蔽条件：包括随着情境不断变化或保持不变的
条件；需要链接众多的计算方法；思维链接繁杂，思考起来比较
困难，此题亦是如此。 

二、自问：难题该不该进入课堂？ 
作为一线教师，大家长期以来对这样的难题教学都心存抵

触，觉得它们难度大、讲解难、价值低，因而没有老师愿意去触
碰它。尤其在教学时只是片面追求：掌握解题方法，记忆定理公
式，应付各类考试。那它无疑是超纲的，教学价值也是低廉的。 

那么，这样的“难题”到底该不该进入我们的课堂呢？这也
引起我的反思和自问： 

1.难题教学有何积极的意义？ 
在听课的同时，我也深刻的反思：我们对“难题”的认知存

在着一定的偏颇。许多所谓的“难题”都是源于教材，是教材内
容的延伸拓展，内容更具综合性、研究性、趣味性，对学生思维
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像这样的难题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解决问题的
不同思路，进一步丰富探索性学习的经验，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生
活中的许多问题都蕴含数学知识，富有挑战性。我们必须培养学
生学会用数学的方式去感知、观察、分析、思考我们周围的世界。 

2.难题的教学如何定位？ 
新课改重新聚焦学生的思维，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

展。对于难题，只要我们跳出解决问题本身，淡化对问题结论的
关注，淡化对解题技巧的关注，把教学定位在：学生是否经历了
问题解决的过程；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怎样的思维能力
和思维方法；学生是否通过问题解决积累了数学活动经验、提升
解决问题策略。如若通过难题的研究，学生思维的角度和深度发
生了改变，数学思想和学习方法能有所感悟，学会“问题解决”
的策略。那么这样的难题教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获益：难题让课堂绽放别样精彩。 
特级教师的课堂是一张风帆，特级教师的教学是一种引领，

张老师的这道难题教学的华丽转身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1.尊重主体，支持数学学习的发生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课堂上，学生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创意，

无论是对还是错，都应该是教学的宝贵资源，都应该受到尊重。
给学生发表不同想法的机会，呈现不同的思维路径，既能体现出

学生真实的认知起点，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思考各种方法
之间的异同及内在联系，这一过程可以充分激发每一个学生进行
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数学学习真正发生。 

【片段一】 
师：当绳长 6 米时，羊最多能吃多少面积的 
草呢？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生一:  羊最多能够吃草的面积，相当于用这个圆的面积减

去羊圈的面积。π×6×6-4×4=36π-16 平方米。 
 
 
 
 
 
 
 
 
 
 
 
生二：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对。因为羊圈挡着，羊不可能走一

个整圆，羊最终能吃草的面积，是一个 4

3
的圆，只不过圆的半径

不是 4 米，而是 6 米（如下图）。计算的方法是π×6×6× 4

3
=27

π平方米。 

 
 
 
 
 
 
 
 
生三：我觉得上面两位同学的方法都有问题。我们小组经过

研究，发现羊能够吃草的最大面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π×6

×6× 4

3
+π×2×2× 2

1
=29π平方米。 

对于学生不同的方法，张老师并不急于评价，而是鼓励学生
充分阐述自己的想法，展示思考的过程。当学生三种方法都呈现
后，老师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的提问：“究竟哪一种才是准确的？
你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吗？”这样画龙点睛地设问，激发了
学生的思维欲望，立刻把学生带入了沉思交流和思维碰撞的环
节。为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搭建了“脚手架”，有效的支持数学
学习的真正发生。 

2.着眼能力，支持核心素养的形成 
课标（2011 年版）指出：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

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它是在学习数学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数学的
思想与方法，是儿童数学学习的终极培养目标。 

（1）经历想象过程，建立空间观念 
这节课中，张老师特别重视引导学生经历情境想象的过程，

或借助模型动手操作以明确思路，或画示意图帮助理解，从而建
立空间观念。 

（2）渗透模型思想，发展数学思维 
建模是数学学习的一种新的方式，它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

的空间，有助于学生体验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和作用。
在张老师的这节课中，通过让学生在操作体验、异同对比、归纳
提炼的基础上逐步渗透了模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