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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智慧课堂的场域探索 ①

李芳
（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逸夫小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０）

摘　要：数学课程对探索智慧课堂具有很强的代表价值。智慧课堂通过精心设计主问题，精心组织做中学，利用展
评交流，聚焦核心素养，可以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智慧课堂通过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独立思考、与他人交流和分享、思辨

等自主活动，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构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可以形成师生彼此切磋、张弛有度的和谐教学格局；智慧课堂

充分探索研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所负载、表现的文化因子，让文化渗透与影响在师生的言谈举止中，可以让学生感受

与体悟文化的魅力，迈向优雅与睿智。智慧的课堂是思维场，智慧的课堂是情感场，智慧的课堂是文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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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地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场所，是师生成长的关键路径。智慧课堂中思维的

张力、情感的引力、文化的魅力构成了生命成长的神奇力量，而创造生成的智慧，则是对问题的回应、对

人格的完善和对自我的挑战，是达成以人为本的教学目标，生成水到渠成教学境界的归宿与极致。数学

课程以探索数字关系和空间关系、传播数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对探索智慧课堂具有很强的代表价值。

１　智慧的课堂是思维场，灵动鲜活
教育智慧就是要发展人的思维智慧。智慧课堂应当是一个思维场，教师通过加强粗线条的弹性设

计，留够时间与空间给孩子思考，保证课堂上有精心的预设，更有精彩的生成，才能激活学生的思维，让

学生的头脑真正的动起来［１］。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课堂对思维的培养有独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１．１　精心设计主问题，让问题思维化
学生的自学、互学、展学都是围绕问题进行的，问题的质量决定了学习的深度与效果。常规课堂低

效甚至无效的现状，主要原因在于教师扫射式的讲授与浅表化的问答，随意连问、简单追问、习惯性碎问

无法对学生思维发展形成系统连续的体系，导致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也不能深度参与课堂的学习。应

当通过精心设计主问题解决这一弊端。主问题＝教学的重点或难点＋思维的引爆点，好的主问题能够
使问题思维化、思维品质化，引导学生的学习逼近知识的核心地带。教师在课堂要尽量少问“是什么”，

多问“为什么”，让学生不仅仅停留在知道或陈述正确的结论上，而是更多关注思维过程。强调分析理

解知识的过程与思维的方法，才能实现学习的质的突破。例如，一位教师在《长方形的面积》教学中，学

生互学环节设计如下问题：１）指着图形说说你是怎样计算的？２）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什么相同点？３）把
你不明白的方法向同学提出来。通过问题的设计让学生明确互学的任务、分享思维的过程、关注异同的

比较、鼓励质疑问难，这样学生个体的思维活动、同伴的思维碰撞在问题的牵引下得以推进与提升，层层

递进的问题链成为学生思维发展的纽带。

１．２　精心组织做中学，让思维火花碰撞
思维品质化始于学生个体的独立尝试与独立思考。教师通过问题的牵引，引导学生明确探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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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动手、实验、演示等具体操作中，带动多种感官主动参与学习，让学生通过动手做，将思维的活动调

动起来，实现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串联，这种串联通过思维把过去学到的与今天所学的进行连接，把

课堂里学到的与社会上的事件进行对接，把一种知识与别的知识进行区别，通过思维将教材与学生进行

串联，在这种独立的思维探究活动中，学生个性化的思维火花被点燃，不论他创造出的作品或结论是否

标准是否正确，但至少学生的思维积极地参与了学习的活动，为接下来的合作、互动与分享提供了非常

真实与独特的准备，也为后期的反思作好了积极的准备。

１．３　利用展评交流，让各种思维交锋
学习是学生与教材、与伙伴、与自我的相遇与对话。在小组合作交流后，教师开展好展评交流活动，

侧耳倾听学生的声音，专注于串联与反刍，保障班级全员全程学习的效度，在互动分享与交流中形成思

维的交锋。展评交流中，应引导学生轻松自如的参与、自由的交流思考［２］。教师在活动中的作用主要

是穿针引线，或是精彩回放，或是主持辩论，引发全班学生的质疑与争论，展示出变与不变的成分，最后

生成结论。倾听他人或与他人对话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展学活动中既有自我学习效果的体现又有和他

人之间思维的碰撞，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材，多边互动，多元交流，以知识生成的过程和各

自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对话的材料，各抒己见，各展思维的风采。

需要特别关注“我不懂”，因为，不懂能激活儿童学习的原动力。当有学生在探究中遇到困难，或在

倾听他人的陈述中感到疑惑时，及时反刍前段，重新出发，或者借助小组活动的反刍促进每一个学生从

不同的思维视角出发参与思考，通过组织多样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切磋，使高水平的学习成为可能。学生

特别是平时被边缘化的学生得到及时的、精准的思维同步支持，直至思维的通道茅塞顿开，“总算明白

了”，“喔，原来是这样的”，课堂因“不懂”而让大家的思维蜿蜒盘旋，产生一种难得的律动美。

尤为可贵的是“我有不同意见”。越是有争议不好统一的问题就越有价值。学习是学生在已有的

知识结构与生活经验搭建通向未知的世界的通道与平台，是一种“相遇”与“对话”。挑战学习的孩子是

智慧的，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倾听其他同学的见解，接纳他人的主张，并且致力于形成自己的理解方

式，同时也是在进行高频的思维活动。当学生勇敢而睿智地发声“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不对”时，

教师索性让学生针锋相对开展辩论，亮出各自的思维过程与思维方法，能够在思维的撞击与交锋中明晰

本质的原理，磨练与挑战思维的高峰，成就挑战新的思维创造。

１．４　聚焦核心素养，让思维上升高度
教学资源服务于教学目标。知识是训练思维开发智力的材料，常规教学中重在关注知识、技能、方

法、态度，而课改的推进需要聚焦于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着力于从双基层面、解决问题层面上升到学科

思维层面。双基层面是思维的基础，问题解决层是思维发展的必经过程，学科思维层是思维品质的具体

体现。教学中，可以在把握重点、突破难点的过程中达成教学目标，运用层层递进的问题链促使学生的

思维推进，让更多学生在分享与整合中参与对话与交流，从广度上激活课堂；在多元互动中产生思维的

碰撞与交锋，从深度上激活课堂；教师适时引导学生概括提升，从高度上发现普遍规律。长此以往，才可

形成学科的思维特征，实现基于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四边形的内角和》时，出示一组四边形，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求出四边形的内

角和，通过展评交流，学生用量角求和、拼角求和、分角求和分别演示，教师让学生从多种方法中通过分

析与比较得出分角求和最简便、引导归纳与总结“转化”的思维方法。有了这种方法的思维引导，学生

于是会利用转化求解五边形、六边形乃至十边形的内角和，此时借助统计与分析、观察与比较边数与三

角形的个数有什么关系，与内角和有什么关系。学生推导出ｎ边形的内角和 ＝１８０°×（ｎ－２）这一带有
普遍性的结论。

２　智慧的课堂是情感场，自然润泽
有爱才有真正的教育。“教育智慧的形成不是一种天赋，而是来自于后天的训练，其并非掌握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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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技巧，而是植根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生浓厚的师爱，建筑在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基础

之上。”［３］智慧课堂需要把学生发展放在首位，启迪孩子的智慧，润泽孩子的生命。教师用自己真情实

意的爱保护学生灵动思维的课堂，创设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学生自主快乐的参与，平等的交流、分享，

“任何一个儿童的发言都是精彩的”［４］，教师着力于构筑儿童之间相互倾听的关系，每一个儿童都能说

出沉稳而精当的话语，而且能够进行基于深刻思考的课堂交流。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在文本与学生、

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产生真正的情感交流，在这种相互关爱与相互支持的课堂中，有

合作学习的伙伴，有支持学习的导师，学生的自身发展才有可能。

在智慧课堂里，追求每一个儿童都与教师奏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情感曲。借助心心相映的交

流，在交响的课堂里酝酿成相互倾听的润泽氛围。这样的教学能使教师娴熟的教与学生着迷的学，并产

生彼此相互倾听、细致交流和谐教学之心声。这样的教学是不同于以往那种受到喝彩、热热闹闹但华而

不实的教学，能够达到犹如借助纤细的交响展开的返璞归真的教学效果。这样的教学能使每个学生富

于个性的发现与思考，情感高度参与成就了学生生动活泼的思考，成为师生彼此切磋、张弛有度的和谐

教学格局。

在教学《求商的近似数》的课堂上，有这样一个教学情境：爸爸给王鹏新买了一筒羽毛球。一筒是

１２个，这筒羽毛球１９．４元，每个大约多少钱？
问题一出来，我话没说完，学生就迫不及待地动笔算起来，紧接着就急着发言啦。课堂上的小手像

一片森林。

生１：我认为是１．６１６
生２：我认为应该是１．６２
生３：我认为应该是１．６０
……

同学们各抒己见，教师笑而不答。不同的答案让教室顿时沸腾起来。我预计学生应该轻而易举计

算后按照保留几位小数的要求来求小数近似数，但学生率性说出的答案让我意识到，将计就计是个好机

会。于是，鼓励学生说一说“你的答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生１：因为通过计算出来的准确值是１．６１６
生２：因为１．６１６按照计算价钱要保留两位小数，我们应该看小数部份的第三位，千分位上是６，满

五就要进一，所以１．６１６≈１．６２。
生３：因为１．６１６要保留两位小数是１．６２，但我们是要付钱，就是１元６角２分，但没有分票，实际

应付１元６角，所以１．６１６≈１．６就行了。
说的同学头头是道，听的同学若有所思。教育的智慧在于集思广益，在于教师的退位，在于学生的思

辨，在于相互的共生。孔子说过学习的境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有了前一部分的猜想、探讨，再利

用旧知进行思维点拨、延伸，在同大家的交流、辩驳和创生中，找到“原来是这样”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对求

小数近似数的方法清晰起来，经过整理和总结得出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方法及注意事项。

课堂上，学生学习过程是立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与生活经验对知识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自主构

建的过程：学生带着自己原有的知识背景、活动经验融入到学习活动，通过自己的多种感官参与、独立思

考、与他人交流和分享、思辨等自主活动，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构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因此，需要我们

师生相互倾听彼此心声，每一个人的细腻思考得到细致交流的教学，学生才勇敢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

法，锻炼自己的思维，进而深入思考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在老师的包容、鼓励、启迪下进一步获得解决

问题的方法。教师巧妙的教学智慧推动着学生的思维发展、知识探求，这样的课堂才是我们应该孜孜以

求的课堂。

３　智慧的课堂是文化场，唯美求真
文化是学校的ＤＮＡ，我们要在课堂中充分探索研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所负载、表现的文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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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渗透、影响师生的言谈举止与课堂细节。“对待儿童的态度则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对于相对

于成人处于弱势的儿童的态度与看法，可以考量出这个国家与民族未来是充满生机抑或保守持旧。”［５］

在数学教学中，学科教师致力于超越教材的束缚，在课堂上挖掘与利用文化的元素，关注生命的成长，通

过开发学科文化大讲堂项目等方式构建全新的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体验文化的温度、积淀文化的厚度、

延伸文化的深度，在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话过程中，引领文化的交流与传承、提升文化的高度，让

师生生长出无限的活力，产生追寻文化的动力，感受与体悟文化的魅力，迈向优雅与睿智。

例如，执教《美之密码———黄金比》，有教师从生活中王老师追求美穿１７ｃｍ高跟鞋的实例出发，引
起学生“看美女”的好奇心，接着出示艾尚真和菲尔普斯全身照片，通过比较，提示学生观察研究谁的身

材比例更协调，引导学生提出各种研究方案进行探究。随后学生进行展学交流，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美之密码就是黄金比。在此基础上，教师让学生根据身材的黄金比，给教师设计高跟鞋，结果发现老

师居然要穿１７厘米的高跟鞋，引起师生哈哈大笑，课堂幽默风趣。学生也发现，游泳奇才菲尔普斯身高
１９３厘米，而他的下半身长度８３厘米，通过计算发现他的身材比例极不协调，然而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
取得惊人成绩，夺得８枚金牌，演绎了传奇。此时，教师总结“天生我材必有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发
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创造美好”的结论，学生们陷入了沉思。这堂课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学生在美之密

码的理性探寻中享受着美，创造着美，在学科的整合中带领学生进行文化之旅，唯美求真。

国际未来学研究所儒佛内尔博士说过：“明天的资本，就是智慧。”［６］智慧是力量的源泉，智慧是创

造的源泉。为思维而教、为情感而教、为文化而教，营造思维场域、情感场域、文化场域，课堂自然会成为

学生的智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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