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课笔记

从课堂“冷场”

分析问题设计
□ 刘金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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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真有故事，数学也有真故事，

课堂上讲故事就要讲出数学“真”故事。

可能我们平时讲的故事很多都是

虚拟情境中的事情，在听惯了“本故事

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段子

后，大家可能感觉自己讲的这些故事

是假的，何谈真故事。那么，课堂上是

如何讲出数学“真”故事的呢？

其实对于小学生而言，故事就是

故事，就连我们成人看起童话故事来不

也是津津有味吗？讲出数学真故事，是

要把数学的故事真讲成故事，而不是简

单为数学贴上一个故事的标签。即便

是数学中的这些虚拟情境，如果用学生

喜欢的方式和语言讲出来，也会化“虚”

为“真”，把数学演绎成一个个经典的童

话，让学生认同，产生共鸣，最终实现与

数学共振。

例如，我们低年级课本上经常有

一些练习，会配上鸽子送信、蜜蜂采

蜜、青蛙回家等故事情节，以提高学

生参与的兴趣。就像下面的这个情

境，就可以讲成“真”故事——

“两只小青蛙要回家，路上要经

过一个池塘，只有算对荷叶上的每道

算式，才能从荷叶上跳过去回家。如

果算错了，小青蛙就回不了家，看不

到妈妈了，请同学们帮帮小青蛙，把

它们送回家吧。”

在我们看来就是做几道题，但真

讲成故事后学生就很在乎，他们会把

故事当成事，把算对每道题帮助小青

蛙回家当成自己的责任。这样讲出的

“真”故事，让学生在善良中看见了数

学可以和童话故事一样美好。

把故事讲得像故事，是讲出了数

学故事的“真”。当然把故事讲得像

真事，也是讲出了数学故事的“真”。

在数学学习中，我有时会让学生

说一说某个算式能解决哪些问题，让

他们结合生活中的事例进一步理解

算式的意义，其实这也是在给算式讲

故事。比如“60-27-23，能解决生活

中的什么问题”，有的学生讲成了这

样：“我买了60个包子，先吃了27个，

又吃了23个，还剩多少个？”

类似这样的故事从数量关系的

角度看没有问题，生活中也会有这样

的原型，只是没有考虑到自己肚子的

实际情况，为讲而讲，把讲故事变成

讲算式，讲成了正确的笑话，所以讲

故事要讲“真”事。

“一本故事书有 60 页，我第一天

看了27页，第二天看了23页，还剩多

少页没有看？”

“我有一根 60 厘米的彩带，第一

次用去27厘米，第二次用去23厘米，

还剩下多少厘米？”

这样让学生讲“真”事，能引导他

们自觉用数学的眼光关注真正的生

活，而有了这种自觉意识，即便是遇

到“6×2/3”这样很不好讲的故事，也

能讲出真精彩：

“妈妈买了 6 个苹果，吃了 2/3，

吃了多少个？”

“爸爸步行的速度约是每小时6千

米，走了2/3小时，一共走了多少千米？”

由于分数的无量纲性，生活中很

少见到用分数表示的具体数量，而关

注真应用，对“8×7/10 ”学生也会有

神来之笔，“每支自动笔 8元，现在打

7折出售，现在卖多少元？”

讲出数学“真”故事还在于讲出

真情真意。动人心者莫过于情，故事

有真感情、走心，才会让学生对数学

动心生情，实现数学学科的育人功

能。比如，在学习异分母分数的加减

法时，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爸爸的生日到了，小明用自己

的零花钱为爸爸买了一个蛋糕，如果

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分蛋糕的时候，小明让爸爸吃这

个蛋糕的 1/2，自己吃这个蛋糕的 1/

4。假如这就是那个圆形蛋糕（圆形

纸片），你能帮分一分吗？”

“结合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

问题？”

“爸爸和小明一共吃了这个蛋糕

的几分之几？”

“爸爸比小明多吃了这个蛋糕的

几分之几？”

“这块蛋糕还剩几分之几？”

“妈妈吃了这个蛋糕的几分之几？”

……

平时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这

个故事通过孩子为爸爸过生日，体现

了对父母的关爱，讲出了人间的大爱

真情。一个温馨的情境，一次温暖的

举动，自然会开启一场真正有温度的

数学学习。而这样讲出的数学“真”

故事，“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

三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谈教学·孙敬彬③

冀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倍数》一

课，教师是这样组织教学的：

课伊始，教师出示了下面两组题

和自学提示：

（1）12÷4 =

40÷8 =

315÷15 =

（2）11÷3 =

43÷8 =

637÷15 =

先计算出得数，然后和同学交流

计算的结果，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计算出结果后，发现并说出

了第一组算式结果没余数，第二组算

式结果都有余数。然后教师顺势说，

像第一组这样因为 12÷4 没有余数，

我们就说 12 是 4 的倍数。接着教师

问学生：剩下那两道题还能试着说

吗？学生都说对了。最后教师让学

生自己试着写两个算式，然后说一说

谁是谁的倍数，并说明理由。学生也

都答对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

是按照教材的设计方案，通过找规律

引入→教师引导明确概念→学生进

行表述这样的方法组织教学的，层层

推进，扎扎实实。

就在这时，教师因为想到教材上

有写出 100 以内 7、8 等数的倍数的要

求，所以想在这里先预热一下，就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2 的倍数怎样找

呢？没想到学生突然一怔，一时没人

举手，过一会儿回答的也是云里雾里，

有的还说2的倍数是1，在这里纠结了

好一阵，一部分学生还是不太清楚。

课下我们针对课堂上出现的这一

幕进行了反思。学生怔住了，暂时出

现了“冷场”，应该说明我们的问题设

计是有不足的，学生不能利用已掌握

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教师原来

让学生练习的是 30是 5的倍数，20是

4 的倍数等形式。现在问 2 的倍数有

哪些，仔细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后面这

个问题需要逆向思考了，这对于刚刚

学会但并未理解透的学生而言难度就

大了，量的积累还不够，出现“冷场”也

就无可非议了。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修

改问题使步子小一些，循序渐进，最后

水到渠成。

经过重新设计，我们这样修改：根据

学生说的谁是谁的倍数，在其中随意挑

选一个，比如12是6的倍数，向学生提

问，还有谁是6的倍数（这时学生一定能

说很多像18、24、72等，这是量的积累，量

足够了就有了质的提升），然后教师追

问：这些数为什么都是6的倍数（因为这

些数除以6都没有余数。这样既对前面

内容进行了复习，又为接下来的思考奠

定基础）。这时，教师再问：现在写出6的

倍数，你能写出多少个？试试看，如果你

不仅找到6的倍数，还能把寻找的方法

讲给别人听，那可真了不起（前面已经找

到几个6的倍数，虽然还是逆向思考但

已经有了铺垫，所以这里再写出其他的

就不难了，并且在写的过程中寻找规律，

把教学引向深入）。通过在另一个平行

班里进行实践，效果不错。

由于教师与儿童在年龄与知识上

有很大差异，这就使得我们所想的问题

常常会与儿童的思维形式、角度等不一

致。问题的深浅度有时把握不准，我们

往往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可他们却不

会，课堂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冷场”，与

问题的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当我们的

课堂上出现“冷场”时，是否会在课上进

行及时调整？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好的

方法，那么在课下应该反思一下，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怎样调整才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一般先是自己反思找出症

结所在，然后在实践中去证实，提高自

己的专业技能。

教师的课堂问题设计，一定要按照

学生认知活动规律循序渐进，具有启发

性，讲究逻辑，做到环环相扣，学生就会

思之有源，言之有据，逐渐提高。不要

小看一个问题，它既是课堂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激发求知欲、发展思维、

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师在课堂上一定

要避免随意发问，只有精心设计问题，

才不会让学生的思维混乱，才会少出现

一些“冷场”，课堂教学才能做到有效，

收到实效，走向高效。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县孟家

院学区中心校）

数学故事突出一个“真”字

小说教学中的“特征”抓取
□ 李南伟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以塑

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核心，通过叙述

具体的故事情节，描绘典型的环境气

氛，从而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反映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六年级语文上

册第四单元，组合了《桥》《穷人》《在

柏林》3 篇文章，构成了“小说”单元。

篇章页指出“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却

又有生活的影子”，阅读小说需要从

艺术表现中发现生活的本质。那么，

如何引导小学生阅读小说，从而获得

艺术的启迪和生活的感召？篇章页

中也提出，“读小说，关注情节、环境，

感受人物形象”。下面笔者以自己的

教学实践为例展开分析：

一是梳理情节脉络。作者通过

情节的起承转合表现人物形象、刻画

人物性格，从而表达自己的观点。课

堂上，教师引导学生梳理情节的发展

脉络，是学习小说阅读的主要方式。

矛盾是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之

一。它不仅能塑造人物形象，也是

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比如《桥》中

老支书这一形象的完成，在于老支

书对待儿子的一“揪”一“推”。教学

“揪”时，我明知故问：老支书难道不

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把儿子一把揪出来？从

而引导学生讨论发现，此刻的老支

书正面临巨大的矛盾：一边是对“党

员”儿子的亲情，一边是“为人民服

务”的党性原则。老支书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原则”。面对儿子“你先

走”的请求，老支书用力“推”儿子上

桥。老支书同样面对一组矛盾，生

存的希望究竟留给谁？他又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儿子。这两处矛盾，经

由教师点拨激发，老支书“党性如

山、父爱如山”的形象才得以完成。

教师要善于激化“矛盾”，将显性

的矛盾扩大，或将隐秘的矛盾揭示，

引导学生在不断“思量”和“选择”中

体会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感受人物

形象。

悬 念 也 是 小 说 的 艺 术 特 征 之

一，伏笔和暗示是制造悬念的常用

手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整体把握

情节的基础上，细心关注文中重重

叠叠的伏笔和暗示，联系前后文展

开联想，从而化解小说悬念，发现小

说奥秘。

二是揭示环境力量。小说中的

环境描写往往被阅读者忽视。通过

环境描写，关注作者如何渲染氛围，

链接“象征”意义。

烘托是小说常用的表现方式。

一般通过景物或其他人物来衬托反

映主要人物的形象。《在柏林》中两个

小姑娘“指手画脚，不假思索地嗤笑

起来”，与之后“车厢里一片寂静，静

得可怕”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笑还

是静，都烘托了那个“神志不清的老

妇人”乏味的数数声。教学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从表现人物形象的角度

探究环境描写的价值。通过置换、增

删等方式，体会具体景物的选择和描

述的用意。

同时，小说往往用一些具体事物

表现某些抽象意义，或者直接表现人

物形象。《穷人》中不断出现的“炉火”

和“马灯”，也不仅仅是照明的灯光，

更是象征着桑娜与丈夫的人性光辉，

其光明和温暖是穷人相互扶持勉力

生存的力量来源。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对具体事物与人物的比较探究，

引导学生建构对位关系，从而发现其

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建构人物形象。小说的情

节和环境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的，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要素。

关注人物形象，最为直接的就

是从人物外在的容貌、神态、语言等

描写中，引导学生感受人物的性格、

品质等。比如《桥》中描写老汉的脸

“清瘦”，却又形容“他像一座山”。

同一段落中出现截然不同的描绘，

恰好表现出老汉清瘦的外表下不动

如山的镇定与坚毅。从外在的“清

瘦”容貌与内在“像一座山”一样的

性格进行对比，更加凸显老汉伟岸

的形象。

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联系前

后文，察言观色，才能看到隐藏在海

平面之下的冰山整体，更为全面地认

识和理解人物。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龙泉市城东小学）

课堂策

在情境教学中感悟长征精神
——基于跨界学习3.0视域下的《七律·长征》教学

好课实录

在学校跨界学习理念的引领下，

我们开展了以《长征》为主题的全景

整合课程研究。

我们整合家乡人文资源：参观红

十四军纪念馆、如泰工农红军建军遗

址等；社会历史资源：寻访老红军、革

命老区等；学校教学资源：全校师生

围绕“长征”主题展开不同维度的学

习，形成不同的微课程成果。课程中

融入了大量长征元素的教育宣传内

容，通过让学生阅读长征故事、观看

红色影片、配音精彩瞬间，在情境中

寻找长征精神。

我们先组织学生观看课本剧《吃

水不忘挖井人》、微课程展演《长征精

神，照耀一生》、情景剧《红色腰鼓》和诗

朗诵《长征，不朽的丰碑》，在形成主题

情境场域的基础上，带领孩子开启“语

文+”课堂《七律·长征》的学习之旅。

一、感受导入，初步朗读

师：同学们，看了今天下午的长

征微课程汇报，你们想到哪个词？

生：信念坚定、坚韧不拔、自强不

息、勇往直前……

（学生写到黑板上）

师：看来长征的确可歌可泣，是一

部壮阔的诗篇。今天，我们就一起读

一读毛泽东写的《七律·长征》。

师：大家自己把这首诗读一读，

注意读准字音。

二、研究学习，品悟长征

1.聚焦问题

师：昨天的预习单中，大家提出

许多问题，其中这几个问题的关注度

比较高。

在黑板上出示问题：

（1）文体：七律诗的特点？

（2）诗意：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

（3）内容：长征到底难不难？分

别体现在哪里？

（4）精神：为什么不怕远征难？

2.分解任务

小组商量，确定一个研究话题。

3.小组活动

师：默读诗句，借助平板电脑、字

典 等 开 展 研 究 性 学 习 ，确 定 汇 报

方式。

4.交流展示

【诗意组】

师：请诗意组来汇报。

生1：我们先理解词语，“逶迤”就

是弯弯曲曲，连绵不断。（画简笔画）

生2：“磅礴”就是气势宏大。磅

礴的乌蒙山险峻、陡峭。（画简笔画）

生 3：“等闲”的意思就是平常。

这里把万水千山看得很平常。

师：看！这一个个小老师真是有

模有样。

【内容组】

师：孩子们，你们觉得这场远征

到底难还是不难？请认为难的小组

和认为不难的小组开展一场辩论。

（1）比情境

“难”——

路程遥远。长征跨越了14个省，

行程约25000千里。邀请台下同学讲

述长征路线。

环境恶劣。诗中“万水千山、五

岭逶迤、乌蒙磅礴、金沙水拍、大渡桥

横铁索寒、千里岷山”都表现出长征

途中的环境恶劣。（播放《飞夺泸定

桥》视频片段）

“不难”——

战略智慧。讲述故事《巧渡金沙

江》一场充满智慧的战役，金沙江虽

然水流湍急，但是红军却不费一兵一

卒、一枪一弹，轻轻松松渡过。

领导有方。审时度势，运筹帷

幄，当机立断，多次策应、掩护、调敌，

一路播种革命思想，获得百姓认同，

革命献身精神可歌可泣。

师：对于他们的陈述，其他同学

可有补充？（补充相关数据）

师：看着这些数字，你认为长征

的长，是指什么长？

生4：时间长、路程长、斗争的长。

生 5：考验的长，红军战士浩气

长存。

师：难怪毛泽东称之为——长征。

（2）比结构

师：大家看看黑板，你们有什么

发现？

生6：从“难”与“不难”的角度，都

是总分结构。

生7：“难”与“不难”的理由都是

一一对应的，对比鲜明。

【精神组】

生8：长征是红军在第 5 次反围

剿时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它是为了

保存红军的实力，保存革命的火种。

生9：《长征组歌》中有一句歌词：

革命理想高于天。那时候，共产党正

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历尽了无

数挫折和苦难，靠的是远大理想和革

命信念。

师：原来，作者写难是为了突出

不难，是为了表现革命战士无比坚强

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是为了赞颂这

样的“长征精神”。

5.升华情感

师：可是他们凭什么不怕难？难

道他们就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吗？这

是为什么呢？（播放《觉醒年代》建党

初心视频）

生10：共产党的初衷就是要让老百

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让国家民富国

强。所以，共产党及其带领的红军战

士，他们面对困难，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师：是的，为了人民，为了革命，

为了新中国的理想，怎么会怕？所以

长征路上，他们从不曾灰心失望，永

远斗志昂扬。

师：长征途中，这样的诗句还有

很多，你们还知道哪些？

（学生回答后出示相关诗句，并

齐读）

三、探寻延伸，传承长征精神

师：80 多年过去了，伟大的长征

精神早已融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

血脉当中。

（教师简述袁隆平的“长征路”，

用数轴呈现“杂交水稻”的研究之路）

师：像袁隆平一样不忘初心、坚

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人还

有很多，比如——

生11：献身国家事业的科学家们。

生12：总在第一线抗洪救灾的战

士们。

……

师：还有我们身边那一群普通却不

平凡的人，他们都是长征精神的传人，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反思：

这堂课是全景整合课程之“情

境场”的一次构建。我努力营造巨

大的情境磁场，立足学科本位、儿童

本位，让学生自主学习，小组研究汇

报，引导学生做长征精神的学习者、

参与者、体验者和传承者。这堂课

是语文教学进行跨界学习 3.0 的一

次成功尝试，学生不仅学到了这首

诗的相关内容，通过这首诗也拓展

到更多学科。这堂课有艺术，有音

乐，有历史，有思政，从立德树人的

角度来看，呈现了它的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

□ 王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