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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吃透教材，把握教材 
——读《语文教学谈艺录》有感 

◆周  寅 

（上海市西林中学  上海市金山区  201599） 

 
读完于漪老师的《语文教学谈艺录》，颇受启发。于漪老师

的教学理念，教学智慧令人震撼，尤其是《教学目标是驾驭课堂
主宰》这一章节的第二篇《重要的在于把握文章的个性》令我印
象深刻。在这一篇中，她谈到了研读教材的重要性，语文教师从
哪几个方面来研读教材以及如何抓住教材中的重难点。她切合自
身教学实际，娓娓道来，将语文教材如何研读剖析的淋漓精致。 

作为一位年轻的数学教师，钻研好数学教材对我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基本功。对于我来说，读懂文字表面的意思轻而易举，但
是许多更深层次的含义隐藏在文字里，必须深究，深挖，才能发
现它所蕴含的数学思想以及数学方法。如果我们教师只是停留在
教材的表面，而没有花时间去理解教材的内容，学生学起来也只
是停留在表面，知道怎样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
节课设计在上一节课的后面等等。因此，知之深，运用起来才能
得心应手。如果半知半解，那么教材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学
生的学习也会受到损失。 

吃透教材，把握住教材，这样走进课堂，我们心中就有把握，
充满自信。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名词都深刻剖析，不仅可以联系
上下文，还可以联系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可以翻阅其他年级的
教材加以思考研究，教学参考书也可以灵活的运用起来，但不可
以照搬照抄参考书，而是在我们自己认真思考教材的每一句话的
基础上，适当的看一看教学参考书，看一看哪些知识点通过自己
的理解想到了，哪些知识点自己还没有想到，然后将自己的这节
课加以整合，使理解得到更加的完善和丰富。有时候我们还可以
通过网络资源看一看其他教师上这节课是怎么处理的，他们的优
点体现在哪里，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在研读教材时，我们要多
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查，多问，这样我们对于教材的理解才能更
深入，上起课来才能得心应手。钻研与读懂数学教材涉及的问题
很多。下面谈谈我的几点心得： 

1.关注单元设计，整体把握 
在研读教材时，我们要了解每一章与每一章之间的关系，还

要了解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的关系。有的章节内容从特殊到一
般，有的章节内容从整体到局部。因此在学习一个新的章节时，
我们要整体把握，千万不能掐头去尾。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一元二次方程这一章节时，先介绍一元二

次方程的概念，然后介绍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后涉及到一元

二次方程的应用。在介绍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时，就是从特殊的

一元二次方程研究到了一般的一元二次方程。当一次项的系数为

0 时（即一次项不存在时）我们用开平方法，当常数项为 0 时（即

常数项不存在时）我们用因式分解法。在开平方法和因式分解法

之间过渡时我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可以

用开平方法解决的一元二次方程，它能用因式分解法来解决吗？

从而过渡到下一节的内容。然后由可以用因式分解解决的方程

提出问题，它能运用开平方法来解决吗？由开平方

法到因式分解法，再由因式分解法到开平方法，两者之间相互联

系起来，从而推导到一般的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配方法。但

是对于一元一次方程 它的解有一个固定的公

式 。而对于一元二次方程能不能也类似于一元一次方程

从而推导出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呢？从而引出了一元二次

方程 的求根公式，得到了求一元二次方

程的公式法。在公式法这一节，当 时有两个不相等

的根，当 时有两个相等的根，当 时无

实数根。因此在不求根的情况下，只要判断代数式 的

值的符号，我们就能知道方程根的情况。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问题

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问题，由因式分解我们

能解方程，那么反过来我们能通过解方程把一个二次三项式因式

分解吗？下一节内容正好就是研究的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研读

教材时一定要弄清楚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的联系，是由特殊到一

般呢？还是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对于它的基本结构进

行仔细的梳理，这样就能明白这节课设置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了。简单的内容往往一目了然。容易把握，复杂的，尤其是纵横

交错的，只要认真仔细的加以梳理，同样可以一清二楚。 

2.通观全文，把握本节课类型 
在研读一节课时，我们要分析这是一节概念课，还是一节法

则课，又或者是一节复习课。 
如果是一节概念课，可以类比引入，也可以举例，通过创设

情境引入。对于概念要进行详细剖析，划出关键词，同桌之间互

相背诵，快速记忆，概念讲完之后，我们还要对概念进行辨析，

对几个要素，注意点再加深一下印象，有些概念还分整体和部分，

例如在讲一元二次方程一般式时 这是从

整体角度去观察。从部分角度，里面还有二次项，二次项系数，

一次项，一次项系数，常数项等的概念，因此弄清楚概念课的基

本结构，脑子里思路就会清晰，例题也是，让同学们将方程化为

一般式，再找出各项和各项的系数。因此弄清楚概念课的基本结

构，脑子里面思路就会很清晰，不会把一些内容搞混在一起了。 

至于法则课，对于基本结构的掌握来不得半点含糊，我们要

建立在一系列的推导过程中，并且是有理有据的过程中，从而得

到我们的运算法则，基本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显示逻辑推理的

力量，而作者在编写的过程中要表露的数学思想也随之明白。例

如我们在学习分数的除法时，在上一节课首先降到了倒数的概

念，然后再这一节引入这样的问题 本文从两个角度来

考虑，由乘法法则，因此我们得到 。还可以设 ，

化除为乘 。两边同乘以 使 前面的系数化为 1，从而

因此， 计算也能得出结果，这个结果和乘

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一致，首先确认是正确的，然后再推导法则，

请同学们观察运算符号发生了什么变化，除数发生了什么变化，

把 看作甲数，把 看作乙数，从而得到分数的除法法则，甲

数除以乙数（乙数不为 0）等于甲数乘以乙数的倒数。由此可见

法则课中法则的推导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推理性特别强

的，我们还要验证这个法则的准确性，因此对教材的类型有个深

刻的了解，就能从整体上把握住大概的基本结构，然后继续深入。

通过概念，法则来解决问题，这样一节课就能更加的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