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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辨识正确与错误中前进 
——《倍的认识》为例 

◆周  容 

（重庆市北碚区东阳小学校） 

 
作为《基于分享式学习的小学寄宿制学生“学历单”设计应

用研究》课题的主研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我决定在二
年级进行相关的课例研究。 

一、孩子的学习的起点。 
（一）孩子的问题意识。 
根据《倍的认识》你想知道哪些？ 
提出 1 个问题有 5 人，占全班人数的 18.52%：倍是什么？ 
提出 2 个问题有 2 人，占全班人数的 7.41%：倍是什么？有

什么用？ 
提出 3 个问题的有 2 人，占全班人数的 7.41%：倍是什么？

怎么来？有什么用？ 
另有 3 人提出的问题与本节课学习目标不一致：怎么算？怎

么读？怎么写？ 
共有 12 人提出问题，占全班人数的 44.44%，就问题意识来

说，两个班的孩子基本一致，都有一部分孩子已经具有问题意识，
大部分孩子还不善于结合课题提出本节课的“大问题”。 

（二）自我研究表现。 
1. 对几个几的理解。 
在课前练习中，有 6 个孩子（占全班人数的 22.22%）不能

根据要求圈了图形后准确表达一个数里面有几个几，其中，有两
个孩子完全不能理解，其余 4 个孩子则是缺乏思考。 

2.对倍的初步理解。 
有 6 人能根据要求正确画图并找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

倍；有 10 人能根据要求画出图形，却不能准确找到倍数；有 3
人不能准确画图但能结合几个几找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有 8 人既不能根据要求画出图形，也无法找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
的几倍。 

3.对倍的理解。 
17 人对能根据一个数里面有几个几正确说出一个数是另一

个数的几倍，有 8 人不能，有 2 人没有理解一个数里面有几个几，
更不能找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三）课后反思。 
1.“倍”概念的建立强化、强化、再强化。 
本节课教师利用摆一摆揭示新课后，引导学生观察两种不同

的摆法，发现可以用摆 2 根一堆的方法可以更快看出第二行小棒
有 6 根，根据学生的回答落实了以第一行的小棒根数作为 1 份数。
这时，让孩子自己说说根据谁的根数来摆，特别落实摆了 3 个同
样多，也就是摆了 3 份，在教师总结后，请学生连贯起来说一说：
以第一行的 2 根小棒作 1 份数，第二行摆出 3 个这样的 1 份数，
也就是 3 个 2，加深对 1 份数和几份数的理解。这里，需要教师

将这句话用多媒体展示出来，并突出以…作 1 份数，…摆出（）
个这样的 1 份数。 

有了这一次摆小棒语音表达的基础，第二次摆小棒，可以引
导学生用这样的句式进行表达，这时候可以进行合作学习，相互
之间试着说一说，帮助学生真正理解 1 份数和几份数。 

在练习中继续强化 1 份数。16 里面有（）个 4,16 是 4 的（）
倍。这句话中，谁是 1 份数，谁是几份数，并把 1 份数圈出来，
一句简单的语音，1 个简单的动作，有效促进孩子们对“倍”概
念的理解。 

2.加强对比，加深理解。 
当学生总结出“倍”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关系后，引导学生回

头看，6 是 2 的 3 倍，这里是哪两个数之间的关系，请学生仔细
观察，找到这两个数；继续找到 6 是 3 的 2 倍，这里的 2 倍表示
哪两个数之间的关系。 

6 是 2 的 3 倍，6 是 3 的 2 倍，这样的设计本身就很有研究
性，可以加强讨论，在孩子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对“倍”
的理解。一是引导学生发现这两句话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落
实最根本的地方是“1 份数（单位‘1’）”不同；二是引导学生
发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就是看这个数里面有几个这样的
数。 

3.抓住课堂生成，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 
一群爱动脑的孩子，总是发现很多秘密，就像孩子从图上看

出了乘法算式。由于备课中觉得本节课主要是让学生通过摆一
摆、圈一圈发现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没有把倍数关系与乘法
口诀、乘法算式联系起来，课堂上没有很好抓住这一课堂生成。
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详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能不说，
我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老师，哎！ 

“我想到了除法算式。”多么聪明的孩子。一开始，我依然
没有理会，突然想到了下一课时就需要孩子用除法求两个数之间
的关系，就根据孩子回答在黑板上写出了两个除法算式。如果教
师及时引导学生发现除法算式中每一个数之间的关系，或者由于
时间限制，不在本节课解决，这样引导：孩子们，是不是两个数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除法算式来表示呢？大家课后可以进行思考、
交流。让孩子带着问题离开教室，这时一个多么好的激发孩子思
考的机会，可惜啦！下节课就从这里开始吧！ 

学历单的运用就是引导学生自我尝试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
中，学生一定会有错误，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不能回避，回避
错误，就是掩盖错误，错误就得不得改正，就会不断蔓延，最后
把学生推向学习的失败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