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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用“教学做合一”思想讲授“角的度量”
周建兵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  广东　肇庆　526400

摘　要：陶行知先生的“教学与实践”思想是陶行知的重要教学理念和宝贵的教学经验。尝试用“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指导

“角的度量”的教学实践是一种值得运用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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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测量要求学生能够理解角度的测量方法，并会正确

测量角的大小。具体地说，量角器的中心点要与角的顶点对

齐，量角器的零刻度线要与角度的一条边对齐，选择量角器

的内环（或外环），并且按正确的方向阅读另一面的刻度。

这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第一次接触量角器相对有点难

度，是一次与大脑的挑战。因为量角器中有两个刻度尺，并

且顺序颠倒过来，学生通常无法判断要读取哪个圆来测量角

的度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了学生一个利用量角器测

量角度数的三步法：1. 点对齐；2. 边对齐；3. 选择内部或外

部读数。虽然这有助于学生突破正确放置量角器的难点，但

是在学生总是感觉难以正确读出角的度数这一点上没有实

质性的突破。“清除困难”只是一个目标，如何选择成为了

关键。

要找到解决“读数”困难的关键策略，必须分析困难的

原因。我认为学生无法区分内圈和外圈的原因是找不到对数

的角边所指的方向。一个是因为量角器的构造原理很奇特，

另一个是因为角度往往只被视为静态图形而不是动态过程，

被孤立地看着两边，认为像线段一样，只需将一条边指向 0
刻度线，利用另一条边的指向读数。假如学生能够发挥想象

力，将静态角看作从 0 度开始的角的一条边，慢慢旋转和打
开，这样增加动态的过程，“读数”困难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

解了。

在教学中，我运用这种教育理论来设计了一种特定的教

学活动，让学生通过“做”来体验角的动态形成过程，从而

很顺利地突破了困难。

活动 1：通过观察，识别结构。利用学生一开始对量角

器的好奇心，先让他们仔细观察量角器，以及想象一下与它

最接近的形状是什么图形？上面刻有什么？然后结合学生的

回答，顺势启发：这个半圆分成了多少份？追问：测量单位

是多少？一份有多大？这些问题很快就被卢恒元、高梓森等

等同学抢答了。与此同时，我从量角器的中心取一条线，拉

出 1 度的角，供学生们观看。然后让学生找出他们自己的量
角器的 1 度的角。最后，让学生一边观察量角器的结构，一
边听老师及时补充量角器各种配置的规范名称。

活动 2：操作工具，实践感知。让学生准备一个可以打

开的尺子或一个简单的转动尺子，在纸板的一端有两个销钉。

以固定点作为角落的顶点，让学生与老师一起做：从重合起，

一条边不动，另一条边慢慢旋转并一起读出角的度数：0 度，
1 度，2 度，3 度，4 度，5 度，10 度，20 度 ...... 在 90 度 处

停下来感受这个特殊角度。然后继续：100 度，110 度 ......180
度 ......360 度。然后老师引导说：我们可以这样想，所有的角
都是从 0 度慢慢打开的，然后再朝一个方向再做圆周运动。

活动 3：使用多媒体教具，生动展示。这一实践环节，

我利用了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开始我取出了一个量角器并

从中心穿了两根红色的射线，一根固定在零刻度线的一条边

上，另一根射线可以旋转，这样两条射线就形成了一个动态

的角度。从 0 度开始，我问：“此时，角的两边有两个刻度：

0 度和 180 度。哪一个是这个角的度数？此时，看内圈刻度

还是外圈刻度？”全班学生反应非常快，立即回答到：“是 0
度，读外圈。”当老师慢慢旋转时，学生从外圈开始读 0 度，
然后逐个读取相应的度数，直到最后读 180 度。然后，我在
另一个方向上改变了固定线，从另一边的 0 度开始。这次学
生迅速回应，“读内圈，因为这个角在内圈 0 度！”

今年我新接手的四 A（1）班这个班级这一环节之所以可
以取得这么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利用化繁为简的思想解决问题。在班级的每次实

践活动中，学生都是在探究角从 0 度扩展角度，这是确定 0
度的起始边的关键，即找到度量角的起点边。

第二，合理利用原有基础去突破难点。学生已经学会了

测量直线段的长度，这个知识点和本节课的内容基本上是一

致的。当使用直尺测量线段时，学生一般只需要对准 0 刻
度，从左到右数，然后观察线段的另一端所对的刻度。我班

这次的教学实践活动设计就是基于此，让学生首先确定“0
度边”。

第三，第三，设计符合认知规律的活动。本节课我设计

的几个活动都是从已知到未知，从静态到动态，从大致到精

细，从感性到理性，从最直观的“做”角到半抽象的量角，

最后完成精确度量角的教学，这是一个从浅到深的渐进过程，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学起来感到自然轻松，快乐地学

习和发展。

在教学中，学生有机会通过动手、动脑和动态“做数

学”，从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自学能力、问题意识和数学

素养。陶行知先生的“教学与整合”“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

值得我们认真去学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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