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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积极的情感，增强数学翻转课堂的温度
卢江红

盱眙实验小学　江苏　盱眙　211700

摘　要：以积极的情感为线导引翻转课堂的学习，让学生体验数学的趣和美，让学生在探索与创造中感受数学的温度，从而

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进行质疑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数学素养的培养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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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很美，但学生常常觉得数学很“难”，学数学很

“苦”，因为数学光下“苦工”不够，光记不行，还需理解，

会应用，计算还易错，数学考不好会称为“不聪明”。“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学生需要数学学习的原动力，学生更需要

掌控学习的权力，需要体现自我的学习方式。在小学数学

中，公式、定理、法则往往是采用验证的方法，或者是不完

全归纳法得到，甚至是直接给出。所以小学数学教学既要求

“真”，又要适合儿童、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对数学本质

的理解，所以数学怎么“教”何其重要！

翻转课堂的模式，以积极的情感态度唤醒学生，督促自

我，给学生留下自主成长的空间，让学生掌控时间，更是把

个人先思考的权利还给学生，这样才是“不愤不启，不诽不

发”，才是真正的落实新课标的“双主体”理念！

翻转课堂是学生先回家自学，回到课堂师生互动。学生

能对自己独立学习负责？怎样让学生在互动中勇于表达，敢

于质疑和善于反思？让翻转课堂的个性化和共性和谐交融？

建构主义认为，以情意为动力，由学习者主动构建，是情感

与认知的融合。在学习过程中，认知因素和情意因素是同时

发生、交互作用的，从不同角度对学习活动施予重大影响。

学生参与学习的程度与学生产生的情感因素密切相关。没有

认知因素的参与，学习任务不可能完成；没有情意因素的参

与，学习活动既不能发生，也不能维持。学习的动机，对学

习对象的喜好、愉快的学习体验、成就感 、自信心以及适度
的学习焦虑等，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起着启动、定向、维持、

调节的作用。

一、积极的情感培养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学校的课程是墨守成规的，学校的教学模式也是固定的

教与学的结合，而翻转课堂给了学生实验和探索的平台。学

生带着学习目标，自由的选择看视频，查资料等学习方式，

学习的广度没有限制，学习的深度随心掌控，还原了学习的

本色。

以《可能性》为例：教材从摸球游戏入手，让学生认识

简单的随机现象。学生带着这一任务回到家或某个地方，他

可以观看视频，也可选先做游戏，还可上网收集有关的现象，

事件……这些无形中引发他们的思考：可能性有大小吗？怎

样使可能性变大或变小？什么方法？怎样验证 ? 这些知识就
叫“可能性”吗？……学生原生态自发生成的问题，不管价

值如何，但有自己思考的痕迹，才有深刻影响，才会反复重

现，唤起，从进一步影响学生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二、积极的情感培养实现学生的个性张扬。

翻转课堂的学习给了学生自由：更多的学习场所选

择——家庭，图书馆，同学家……更多的学习渠道选择——

网络，图书，别人的帮助……更多的学习时间（不限于 40 分
钟）；更多的学习素材——文字，图片，视频，模拟场景……

更多的自由，充分的探索：哦，数学原来是建筑；数学原来

是音乐；数学还能编谜，绘画，写诗！数学就在生活中！

翻转课堂更是全面提升了课堂的互动，给了学生的表达

机会。课堂互动的焦点是汇报，讨论，反思和总结。教师更

注重倾听个体的发言，更密切关注小组的合作，协调个性化

和共体的和谐交融！这样的氛围学生体会了尊重，感受到呵

护和温暖！

三、积极的情感培养实现学生的思维的提升。

翻转课堂中积极的情感培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自学阶段培养自觉高效性，关注探索，质疑和独立思考

的精神；第二阶段：课堂互动阶段，关注学生参与意识和投

入热情，会倾听，会挑战，会合作，会悦纳；第三阶段：提

升练习，关注克服困难的毅力，保持对数学的好奇心。这是

一种不断渗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

教师也不断“启迪”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探索过

程中，不断的反思与积累、感悟与提升。

以《搭配问题》为例：课外学习阶段五花八门的事例，

学生解答方式也各式各样：用文字列举，画图，用符号表示，

直接列式……课内互动上的个体展示也是形式各异。一个个

小数据汇成全班的大数据，学生通过交流，倾听，反思，再

认知，思维在活动中提升。

课堂翻转课堂从尊重学生出发，扎根于学生自我成长。

学生置身于生活情境，积极探索未知的数学迷人世界，在想

象、猜想与论证的世界中，不断挑战自我，在失败中寻找成

功的路径，磨砺自己的思维与心灵，在思维提升的同时，感

受到数学的美、数学的价值、数学的魅力。这一过程中不会

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十个“手指”肯定有长短，正如尼采

所说：“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正是基于积极的情感为线

的导向，使学生心灵充满真、善、美，锻出善于发现的眼睛，

从而实现了创新、沟通、深度思考和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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