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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敏 最近，班里总有一股时有时无、忽

浓忽淡的香气缥缈着，我便寻思：孩子

怎么都喜欢用带有香气的学习用品

呢？哪天晨会课我要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地引导一下，让他们明白其中的

危害。

可还没来得及开晨会课，学生小

周就满脸愁容地向我报告：“老师，这

几天小格总喷香水，难闻死了！”

小格喷香水？小格戴着一副粉色

的眼镜，从没听她大声说过话；每次升

旗结束回到教室，她是第一个脱去校

服的；只要说到她字迹不够工整，站在

身旁的她会气鼓鼓地将作业本从我桌

角一抽，转身就走，把你晾在一旁，咽

下后半句话。

自尊心这么强，娇脾气这么倔，我

该怎样引导呢？开门见山，长驱直入，

她不会轻易低头；联系家长，点名批

评，又有点小题大做；声色俱厉，强行

没收，她不会心服口服。怎样治标又

治本，还让她欣然接受呢？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晨会，这次是学

生小欣介绍她带的植物——碰碰香。

小欣走向南边的前窗台，在窗台

旮旯里端起一盆娇弱的、不起眼的花

走向讲台，站定后介绍道：“我带的花

叫碰碰香，因为它一被碰就会散发出

令人舒适的香气。”

“那它的香是从哪儿来的呢？”心

急的孩子问道。

“对呀，难道它喷了香水吗？”我抓

住这个契机赶紧插个嘴。

小欣笑了笑，仿佛早猜到大家会如

此发问一样，然后看着纸条继续介绍

道：“当它的叶片受到触碰时，细胞内的

水分会发生作用，一种易于挥发的带有

苹果香的物质就顺着气孔扩散到空气

中了。”

“简单点说，它的香气是天生的。”

见孩子们皱着眉头，我赶紧进行概括。

深奥的理论、科学的描述、客观的

介绍并没有错，但教师不能在解决一

个简单问题的过程中再带来一个更复

杂的问题，那会让学生求知的欲望降

低，变得更加迷茫。所以，教师言简意

赅的深入浅出就显得弥足珍贵，甚至

能点石成金。

“对，由内而外的。”小欣补充道，

“不过它长得很普通，你们看，叶子圆

圆的，叶片毛茸茸的，花又白又小。”

“它虽然普通，可是却很香，与我

们学过的课文《桂花雨》中的桂花一

样，这叫有内涵！”小宇蛮善于联想的，

而且擅长不请自答。

小欣向小宇竖了竖大拇指，得意

而满足地回到座位。

见时机已到，我提议：“为了所有

不香的花儿，我们帮它们喷一些香水

吧！”

“哈哈哈……”满教室的笑声，只

有小格低着头、抿着嘴，拨弄着手

指头。

“你们为什么笑呀？”我明知故问。

小周倏地一下站起来说：“这种香

是不自然的！”

“香水谁都可以喷，没有自己的个

性。”角落里传出这么淡淡的一句话。

“香水总有喷完的一天，那怎么办

呢？”小远向来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

回答别人的问题。

“内涵才是最吸引人的东西，光有

外表有什么用呢？”似乎小宇刚才的话

还没有说完。

“那你们身边的哪些人和物是有

内涵的呢？”我顺势追问。

“松树虽然长相普通，但始终挺

拔，有一首诗这样说，‘大雪压青松，青

松挺且直’。这就是一种内涵。”

“小草很渺小，但它无私奉献。这

不是内涵是什么呢？”

“泥土黑黝黝的，可它孕育了万物

呀！”

最后，我告诉他们我的感受：“普

通不代表普遍。外表可以伪装，但内

涵不可以。”

后来，小周又跑来打了个小报告：

“老师，小格有两盆花在班上！”“两盆

花”这三个字说得特别重。其实我早

知道了，其中就包括教室阳台上刚多

出来的那盆“碰碰香”，而且比小欣的

那盆更大。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丹徒

实验学校）

碰碰香
□ 庄晨霞

课事

教学实录

片段一：
屏幕出示

1. 谁能说一说这些图

形的面积分别指的是什么？

2. 这些图形的面积怎

么计算？

3. 它们的面积公式是

怎么推导出来的？

4. 这些推导过程中的

共同特点是什么？

根据学生的发言板书：

新图形
切、拼

转化
已学过
的图形

新图形
面积公式

反思：复习推导过程，特别是找

出推导过程的共同特点，是为了在学

生的脑海中突出强调转化思想，为后

面的研究埋下伏笔。

片段二：
屏幕出示：一条线段绕端点O旋

转一周扫出一个圆面。

r
o

师：这个圆的面积是指什么？

生：这个圆面的大小。

师：想一想圆的面积大小由什么

决定？

生：半径。

师：圆的面积与半径之间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生1：我认为圆的面积在2r2和4r2

之间。因为昨天您给我们布置了一

道思考题。（屏幕出示）

r

生1：大正方形面积是 4r2，小正

方形面积是2r2，圆的面积应在两个正

方形之间。

（教师板书：4r2>S圆>2r2）

反思：先估计圆的面积取值范

围，完成公式推导后，再回过头与前

面的预测相互印证，体现了科学研究

的一般过程。

片段三：
师：我们已经确定圆的面积应该

在 4r2 和 2r2 之间，但到底是多少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生：想。

师：要研究一个新图形的面积，

怎么入手呢？

生：把 圆 转 化 成 已 经 学 过 的

图形。

反思：其实学生并没有想好应该

把圆转化成什么图形，他们只是根据

以往的经验判断研究的切入点，这说

明“化归思想”已经在学生的脑海里

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师：主意不错。能够借鉴以前的

研究方法，化未知为已知，这个思路

很棒。

师：转化成什么图形呢？各小组

可以先想一想、试一试。

（学生拿出圆片，有的画，有的

剪，但不得要领）

师：你们觉得转化过程中最大的

难题是什么？

生1：圆的边不是直的，而是弯曲

的 ，我 们 前 面 学 过 的 图 形 边 都 是

直的。

生2：我们也是怎么剪、怎么拼都

有曲线。

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如何“化曲为直”，是吗？

师：虽然刚才我们没有成功地

把圆转化成一个学过的图形，但我

看到许多小组都已经在圆里面切

出了直直的边。说不定在大家的

基础上再往前多走一步，就有可能

会有所突破，我们一起再来试试。

哪个小组先来说说，你们刚才是怎

么做的？

生3：方法一是沿直径剪。

生4：方法二是沿内切正方形的

四条边剪。

师：两种方法都不错，我们先按

照“沿直径剪”这个办法试试看。

（教师出示圆片，沿直径切开）

师：现在圆变成了什么？

生5：变成了两个半圆。

师：拼起来呢？

生5：还是一个圆。

师：这种切了与没切拼起来没有

变化，原因是什么？

生6：切的份数太少了。

师：咱们把它4等分看看，大家在

小组里切一切、拼一拼。

师：从两等分到4等分，拼成的图

形发生了什么变化？

生7：两等分拼成的还是一个圆，

4等分后拼成的图形变扁了。

师：是的，扁了很多。还有什么

变化？

生 8：4 等 分 的 那 个 曲 线 平 一

些了。

生9：我觉得从两等分到 4等分，

拼成的形状变化很大，4 等分的那个

感觉有点接近平行四边形。

生10：我也觉得那个有点像平行

四边形，而且要是 8 等分的话，应该

更像。

反思：了解学生也是实现高效教

学的重要条件。一个问题抛出，如果

一开始就请思维最强的学生回答，无

疑会剥夺其他学生独立思考和表达

的机会，使之产生看客心理和依赖思

想。因此在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我们

应特别注意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有

计划地邀请学生发言。

师：大家想想，他们说的有没有

道理？咱们接下来怎么做？

生11：8等分！

师：好！各小组开始活动。

反思：小组活动中，学生在将圆

片分成 8等分进行拼组后，兴奋地找

到了方向，然后好几个小组迫不及待

地将圆进行了16等分，发现曲边更平

了，拼出了一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

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师：哪个小组来介绍一下你们的

发现？

生12：我们把圆进行了 8 等分，

然后又 16 等分，我们发现边越来越

直，拼成的图形越来越接近平行四

边形，而且我们分析，等分的份数越

多，拼成的图形还会更接近平行四

边形。

师：这个发现很关键，哪个小组

愿意用自己的话再来说一说。

生13：我觉得分的份数越多，每

一份就会越小，每一份的弧线就越

短。如果每个点分一份的话，那就没

有弧线了，拼起来就变成了平行四

边形。

师：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每

个点分一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图形

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去推理——当分

的份数越来越多，每一份越来越小的

时候，拼成的图形就会越来越接近于

平行四边形，到达极限的时候就转化

成了平行四边形。这是咱们数学中

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极限思

想。许多中学生、大学生在学习数学

时都会经常用到这个思想，今天还是

我第一次遇到小学生能把极限思想

表达得那么清楚的，你太棒了！简直

就是一个小数学家！

反思：极限思想是近代数学的

一种重要思想，它使人们能够从有

限 中 认 识 无 限 ，从 近 似 中 认 识 精

确，从量变中认识质变成为可能。

也是今后学生继续学习数学必不

可少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圆面

积公式的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建

立在直观基础上的一种原始极限

思想的应用。

生14：老师，我认为他说的不准

确，应该是转化成了长方形。

师：为什么呢？

生14：因为分的份数越多，除了

边越来越直以外，两条边的夹角也越

来越接近直角。

反思：“夹角”的表述不够严谨，

因为角的两条边应该是射线。

片段四：
师：刚刚我们通过切拼的方法

顺利解决了“化曲为直”这个难题，

成功把圆转化成了长方形，很棒！

可是，到目前为止本节课的研究目

标还没有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做

什么？

生：推理圆的面积计算方法。

师：借助谁推理？

生：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师：请每位同学根据屏幕上的思

考题，先独立思考，推理圆的面积计

算方法，然后再以小组为单位互相说

一说推理的过程。

屏幕出示：

1. 圆转化成长方形，什么变

了？什么没变？

2. 拼成的长方形的长相当于

圆的什么？宽呢？

3. 计算圆的面积必须知道几

个条件？

片段五：
师：这节课我们沿着直径剪拼，

找到了圆的面积计算方法。其实刚

才我们还提出了另一种剪法，大家还

记得吗？

生：还剩下一些边角废料，没

办法。

师：那么，如果我们沿着正六边

形去剪呢？（屏幕显示）

生1：废料少些了。

师：再如果……（随着学生的发

言课件显示）

生2：如果沿正八边形剪开，废料

会更少。

生3：边越多，废料越少，到最后

就没有边角废料了。

师：很好，极限思想学得不错。

这种办法实际上也可以研究出圆的

面积计算方法，这也正是我国古代数

学家刘徽的解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继续了解。

教学反思

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主张，

“ 学 一 个 活 动 的 最 好 方 法 是 做 ”。

同 时 ，“ 做 ”的 过 程 也 是“ 意 义 赋

予”的过程。在上述教学过程中，

教师留出相当多的时间让学生动

手操作——“自主尝试”“两等分”

“4 等分”“8 等分”“16 等分”，让学

生 在“ 做 ”中 实 践“ 割 补 转 化 思

想 ”，在 不 断 切 拼 中 体 悟“ 极 限 思

想 ”。 这 比 由 教 师 来 介 绍 前 人 的

转 化 方 法 ，继 而 根 据 教 师 的 提 示

去想象“切的份数越多，拼成的图

形 越 接 近 长 方 形 ”要 来 得 更 有

效 。 学 生 通 过 自 己 亲 手 操 作 ，把

“ 圆 ”转 化 为 自 己 熟 悉 的 图 形 ，并

主动用已有的知识对新知识进行

推理。这样的处理也与建构主义

学 习 理 论 是 一 致 的 ，这 种 理 论 明

确了学习活动的创造性。

数学可以分为“好”的数学与“不

好”的数学。“好”的数学指的是能发

展、能越来越深入、能被广泛应用和

互相联系的数学；“不好”的数学是一

些比较孤立的内容。本课中所渗透

的割补思想、化归思想、极限思想、对

应思想都属于“好”的数学，它们打通

了不同图形之间的联系，更为学生今

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基础。

我们承认“小学生学的数学很

简单。但尽管简单，里面却蕴含了

一些深刻的数学思想。这些思想

是 可 以 早 期 渗 透 的 ，可 以 引 而 不

发，但学下去三年五年，学生就能

体会到数学思想的力量”。因此，

作为小学教师，我们应该认识数学

思想方法的教学不只是中学、大学

教师的事，在小学完全可以适时适

度地渗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荆州市沙市

区北京路第二小学）

好课实录

□ 马立峰

数学不仅是思维的体操，更是思想的载体。当我们真正关注

数学思想的教学时，课堂才能更准确把握数学的本质和其独特的

文化品质，真正促使小学数学教学走向本真和深刻。

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应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对这个

年龄段的学生而言，数学思想的教学应通过具体问题适度渗透，在

“做”中学，玩中“悟”。本节课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圆的面积”的内容，我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教学背景

在“做”和“玩”中走向数学本真
——人教版小学数学十一册《圆的面积》实录节选

全球化背景下语文教学的走向

如何，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这就对

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出

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固定的答案束缚

学生的思想，语文教学偏离语文学科

的人文性、学科素养等，所以我们需

要有效的途径解决这些问题。

整 齐 划 一 的 参 考 答 案 束 缚 了

学生的创新思维。现在不少学生

手头都有几本教学参考书，一些教

师往往选择让学生撕掉参考书后

面的答案。但教师很少思考导致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学

生为什么如此依赖答案？这不得

不从我们教师自身的教学行为说

起。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其

是在讲解习题时，完全以教学参考

书中的答案为准，学生作业中若稍

有一点遗漏或遣词用语不一样就

给予纠正。在这种教学参考书的

“绝对标准”之下，学生视教学参考

书为“法宝”也就不稀奇了。现在

语文教育越来越提倡开放性和多

元性，如果我们依旧以整齐划一的

标准答案要求学生，只会禁锢学生

的思维，束缚他们的创造性。

过 于 注 重 知 识 的 传 授 及 答 题

方法技巧的训练而偏离了语文学

科的人文性特点。语文教学原本

是重感悟、重熏陶、重潜移默化的，

但一些教师的语文教学却过多强

调知识点的落实与各类型题目答

题方法技巧的训练，使语文学习变

得繁杂琐碎。比如小说、散文、诗

歌、戏剧四大文学体裁，有着丰富

的 思 想 内 涵 和 浓 厚 的 文 学 情 趣 。

但在教学中，我们往往偏离了人文

性 的 要 求 ，把 小 说 拧 干 成“ 人 物 ”

“情节”“环境”三要素；诗歌则强调

它的体裁与格律；散文也只有“形

散神不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情景交融”等几种说法；戏剧也只

剩“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

套路简介。这样，原本生动感人的

文章被肢解成深奥难懂的语文知

识，原本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学

欣赏课被上成了枯燥乏味的知识

传授课。作文教学中也存在过于

讲究作文的方法技巧而忽视对学

生人文精神的培养的现象。

反思现行语文教学的弊端，从本

质上看缺少的是人文精神的滋养，即

对学生个体生命的关怀。关注语文

课程和教学的人文精神应是语文教

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我们要大力

倡导人文精神滋养下的语文教学，要

注重关注以下两点。

建构人文精神辐射下的新型师

生关系。在教学实践中还有一些教

师往往以“师道尊严”自居，学生多半

是处于被动状态。要彻底改变这种

状况，关键是教师要处理好与学生的

关系。师生关系应建立在对学生个

体生命的关怀、对学生个性人格的尊

重、对学生情感自尊的呵护上，即建

立一种“充满人性”的师生关系。同

时，要给学生以自主发展，为学生创

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语文教育

尤其要尊重学生个体对文章的独特

理解与感悟，提倡答案的开放性和多

元性。

我们阅读《论语》中的许多篇

章，都能感受到这位先哲对学生的

理解、关怀与宽容。比如在《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孔子与

他的 4个学生交流各自的志向，从头

到尾孔子都没有进行权威的定论，

并再三强调“各言其志”。这种师生

关系是宽松和谐的，也是值得我们

后人学习的。师生之间还要建立一

种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学生都是

有思想、有情感、有人格的独立发展

中的人，如果我们用“侦探式”或“判

官式”的方法来管理学生，只会引起

学生的反感。

营造人文精神滋养下的语文学

习大环境。如果把语文学习比作一

颗种子，那么生活就是那片能让它焕

发生命与活力的肥沃土壤。语文作

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尤其要加

强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

发展的联系。学生的语文能力本来

就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学会

的，只有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才能激

活知识、激发情感。因此我们提倡把

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营造语文学习的

大环境，增强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

自觉意识。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瑞泉中学）

当语文教学偏离了人文性

课堂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