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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量》教学实践中的细节处理案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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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雨湖区风车坪学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在构成课堂的众多因素中，具体的教学细节是构成课堂的基本单位。细节虽小，但却能反映教学的品质。
随着基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反思课堂、改革课堂、重建课堂，势在必行，这就需要我们以精致教学的理念为指导，锤

炼、打磨教学细节，让教学更加实在、更加有效。

关键词：课堂教学；教学细节；教学演示；学具准备

中图分类号：Ｇ６２２．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０８－０２

　　教学案例：在小学二年级上册《长度单位》单元教学
之后，在学生初步认识了米和厘米两个常用的长度单位，

初步学会了用刻度尺测量整厘米的物体长度，初步认识

了更多的测量工具如卷尺、皮尺，并理解根据不同的测量

需要可以选用不同的测量工具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一

节数学活动课。让孩子通过“用断尺测量已知线段的长

度”，“根据量得的数据进行计算”，“在没有任何度量工具

的情况下量手腕一圈的长度”这三个环节的学习，利用学

具探究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想象、动

手操作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反思：秦李斯的《谏逐客书》中有这段话：“泰山

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１］

所以，大礼不辞小让，细微之处见成败。

课堂教学就是由无数个细微之点共同组成的［２］，每

一个细节都不容小视，课堂上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点，

由于教师处理策略的差异，会导致课堂教学效果的迥异。

所以，课堂教学离不开对每一个细微之点的研究与雕琢，

只有关注细节，才能追求课堂教学的合理化、智慧化和精

确化，才能造就出课堂的精彩［３］。

１　教学演示，旨在润物无声
数学知识是抽象的，单凭老师的口头讲解是远远不

足的，学生往往不能透彻地理解其实际意义。怎样使数

学学科上的知识变得比较容易，渗透到学生的脑子里面

呢？这就需要教学演示，通过提前孕伏、渗透，润物细无

声地为高层次的知识“亮相”蓄能造势。这样，孩子在学

习过程中自然就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流畅感，而不会有

突兀感产生。

例如在第一个环节“用断尺量”中，教师先让学生自

己尝试用断尺量线段的长度，然后进行汇报。“会量”无

疑是“会算”的基础。在最初的几次试教中，教师在学生

回答问题后会配以手势演示，但每次都是很随意地用手

指尖在尺上从始点刻度点到终点刻度。如果要为下面的

教学环节着想，教师在此处就不应该随意“指点”，而应该

根据学生的回答细致的“指划”———在实物展示台上将断

尺的３厘米处与线段左端对齐，从３厘米处开始用铅笔尖
沿着尺慢慢地一格一格地数：（指４厘米处）到这儿是１
厘米，（指５厘米处）到这儿是２厘米，（指６厘米处）３厘
米，（指７厘米处）４厘米，（指８厘米处）５厘米。这根线
段长５厘米。

这样的慢动作、慢镜头可以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但

却非常真实、非常形象地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操作过程。

这一操作的动态轨迹其实就相当于又画了一条和已知线

段一样长度的无形线段。为下面的“会用断尺量得的数

据进行计算”提供了理论上、实践上的支援，使学生的后

续操作更能得心应手。

２　学具准备，意在用心感悟
思维是数学的基础，感知是思维的前奏，操作是感知

的来源，学具是操作的条件［４］。教师借助于学具把抽象

的数学知识具体、生动地呈现在儿童面前，使他们容易理

解和掌握。因此，学具是儿童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的物

质前提和必要条件。在数学操作活动中，教师为学生提

供的学具是否适宜，直接关系到他们参与操作的兴趣，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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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操作的效果，也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现。

“根据量得的数据进行计算”这一教学环节，教师把

重点落在算的方法上。意在学生通过观察多个算式：

９－３＝６（厘米）、１０－４＝６（厘米）、１６－１０＝６（厘米）、
１３－７＝６（厘米）……，从而得出用断尺测量物体的方法：
量得的两个刻度之间相差几厘米，就是线段的长度。在

前几次的试教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了统一的从３厘米处
折断的尺子。学生很容易得到第一个算式：９－３＝６（厘
米），当老师举着断尺，满怀期待地问学生：“还有别的量

法吗？”孩子们一脸茫然，老师拿着断尺不厌其烦地在投

影仪上指点、暗示，在她汗流满面时，孩子们勉勉强强将

其余的算式说了出来。

课后我不禁反思：怎样才能让老师指导少而学生真

的有所感而发呢？单一的学具无法给学生提供探索的余

地与空间，学生的思维被禁锢了。如果把提供给学生的

断尺准备得多样一些，有的从３厘米处折断，有的从５厘
米处折断，有的从７厘米处折断，还有的从１０厘米处折断
等等，对学生的探究是否会更有帮助呢？改良学具后，再

次试教这一环节，学生通过动手测量后汇报，小手举得像

雨后春笋，争先恐后，都有话要说。“１０－４＝６（厘米）”、
“１６－１０＝６（厘米）”、“１３－７＝６（厘米）”……这些算式
学生脱口而出，甚至在别的同学汇报时，受到互相启发，

学生能脱离实在的学具断尺，而在脑中想象出一把新的

断尺，感悟到量得的两个刻度间相差几厘米就是线段的

长度。

试教结束后我们感到很欣喜：通过学具的一点点改

变，学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悟得顺畅、悟得自然，不是

教师拽着学生艰难的领悟。

３　适时追问，重在切中肯綮
追问，顾名思义就是追根究底地问，它是对学生回答

的进一步提问。追问作为前次提问的补充和深化，追求

的是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着眼于学生思维过程的还

原和外化［５］。适时追问，对于学生明确自己的想法，提高

学生思维活动的完整性、准确度，建立自己的认知结构具

有独特的价值［６］。

在探究断尺测量物体的方法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两个刻度间相差几厘米就是线段的长度这一知识点，我

们让学生重点理解算式：９－３＝６（厘米）。并且设计了这
样一个问题：线段的一端明明对准了刻度９，这根线段应

该是９厘米长呀，为什么还要减去３呢？
生１：因为尺子断了。
生２：我是从数字３量到数字 ９，所以要用 ９－３＝６

（厘米）。

……

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回答了，就小学二年级孩子的

认知水平来说，生２这样的回答是非常准确地用算式描
述看到的刻度，学生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就是说不清

楚为什么减去３。老师如果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师生的问
答就变成了一个循环圈，那么，如何将问题讲透呢？其实

在这个关键处老师只需追问一句：“为什么不减１、不减
２，偏偏要减３呢？”孩子们自然就会说：“因为这根线段是
从３厘米开始量的，所以要减３。”答案水到渠成。

这个追问有效地打通了学生思维的“结点”，让学生

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让他们明白了用断尺量计算

的关键是：用线段到达的终点刻度减去线段开始的始点

刻度。

密斯·凡·德是２０世纪世界４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
一，他曾用５个字来描述概括他成功的原因———“细节是
魔鬼”。他反复强调：不管你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

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

品。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

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

关注课堂细节，彰显的是课堂研究取向的变化，它带

来的必然是学生更为深入、实际的思考［３］。教师只有不

断积淀教育素养，才能够在课堂的寻常处敏锐地发现教

育的契机，进而酝酿出课堂上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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