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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褚清源

在学生眼中，数学常常是这样的———
数学就是学课本，就是做练习题。 因为学
生学到的只是课本上的知识， 学生理解、
掌握的也只是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原理。
那么，超出课本的内容学不学？ 生活中的
数学如何学？

中小学数学教学中常常存在这样的
现象———“数学生活化” 让数学课堂生活
味浓了，数学味却淡了，创设生活情境形
式化、庸俗化，干扰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
展。 那么，如何从生活中发现数学，如何从
数学知识的学习中解放出来，走向数学的
研究之路？

这些难题，在山东省日照市教育科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学教研员李军这里很
轻松地得以化解。

从 2005 年底开始， 李军和一线教师
一起试水数学小课题研究，采用让学生做
课题研究的方式学习数学，彻底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经过 10 年的
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加快了
学生数学素养的提升。

数学小课题的研究首先是从课外开
始的，因为一个生活中的好问题能迅速激
发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所以教师首先鼓
励学生从生活中发现小课题。 比如，“人民
币面值为什么只有 1、2、5 等数字”“为什
么水杯大多是圆柱形的”“人的头发大约
有多少根”，这些知识教材中并未涉及，却
是学生生活中感兴趣的问题，成为李军团
队最初研究的小课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生逐步从课外
走向课内，发现数学学习中的小课题。 李
军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在研究推导圆
柱体体积计算公式的时候， 学生对圆柱
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高这一结论产生
了疑问。 一位学生说：“横截面的面积无
论多么小 ，也有厚度 ，就是小的圆柱体 ，
无数个这样小的圆柱体摞起来， 有无限
高啊！ ”“其实这里涉及的是微积分的知
识，如果教师没有较高的数学素养，就会
陷入迷茫中， 也就很难有效地指导学生

进行研究。 ”李军说。 所以，小课题研究倒
逼教师真正参与到学生的研究中来 ，不
断提升其数学素养。

研究是小课题的核心， 可以课前研
究和课后研究相结合。 研究成果的展现
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
以由小组成员叙述， 也可以通过实验演
示说明；既可以在黑板上演算，也可以运
用图画、表格的形式；既可以写成研究报
告，也可以制作成实物；既可以在课堂上
展示， 也可以张贴在教室或通过其他方
式展示。

“学生研究的结果，可能很朴素、很不成
熟，甚至是错误的。 ”李军说，“这都不要紧，
这些‘半成品’可能更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再
研究，使研究成果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

在李军的研究视野里，如果以培养学

生的数学素养为目的，就应该打破教材的
限制。 “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符合学生年龄
特点，能够理解、掌握、有能力探索的数学
知识、原理等，都可以成为学生的学习内
容。 ”李军说。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如果小课题过
多，正课时间都不够用，哪有时间既上课
外研究课又上课内研究课？ 于是，李军和
他的研究团队开始改变以课时为单位备
课的传统做法，启动了“开展数学小课题
研究，优化单元教学”的实践。 “让学生进
行研究， 必须提供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而
且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课题所用的时间和
方法也不相同。 因此，必须对现行的班级
授课制和数学课堂教学进行必要的改
革。 ”李军说。

10 年来， 小课题研究让中小学一线

教师的数学课堂由封闭走向开放。 学生
要在课外进行研究， 在生活中寻找素材
和证据， 用数学眼光去发现课堂之外的
数学问题。 数学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的
40 分钟， 课堂内外成为学生研究和学习
的广阔场所。 与此同时，这种方式改变了
单一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真正落实了
“因材施教”。

如今，数学小课题研究已经成为日照
市小学数学教学的特色。 2014 年 5 月，李
军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首
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作为来自中国、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8 个报告人之一，他在
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从这次会议开
始，他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将数
学小课题研究这一成果推广到更大的范
围，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李军：小课题让学生爱上数学

值得回味的
观摩课

□徐彩霞

前不久， 我到安徽省铜陵市铜都
双语学校观摩。 这次观摩， 使我受益
匪浅，感触颇深。 特别是四年级数学
《乘法结合律》一课的教学，让我对课
改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课堂导入环节， 教师和学生做
了一个小游戏———“师生共赛一道
题”，2×125×8 看谁算得快。 在指定的
时间内，教师完成了学生却还在计算。

师： 同学们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
算得比你们快吗？

生： 想。
师 ： 我运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方

法———乘法结合律， 你们想探索乘法
结合律的奥秘吗？

生：想。
师：那我们一起走进“文本探究”。
探究新知环节，学生先是带着问

题自研自探，接着合作交流，对学、群
学 ，随后是展示提升环节 ，精彩就此
展开：

生 1：同学们 ，请把目光聚焦到
我们组。 我们组是这样想的：每个小
组种 5 棵树，共有 25 个小组，我们就
先算出一共要种多少棵树。 每棵树要
浇 2 桶水， 那就用树的总数乘以 2，
算出一共要浇多少桶水，所以算式是
25×5×2。

生 2： 我的想法与你们组不同 ，
我是先算每个小组要浇几桶水，然后
再算 25 个小组要浇多少桶水， 算式
是 25×（5×2）， 我觉得这样计算比较
简便。

师：你们的想法都很好，那你们能
看出来这两个算式中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吗？

生 3：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两个
算式因数都相同，积也相同，但计算顺
序不同。

师： 从这两个算式中你们发现了
什么？

生 4： 通过这两个算式我发现：3
个数相乘，可以先让后两个数相乘，积
不变。 这就是乘法结合律。

他的话刚落， 又有学生站起来抢
着回答，就这样争执、探讨着，课堂气
氛非常活跃。

师： 那同学们能用几个类似这样
的算式验证这个定律吗？

生 5：3×25×4=3×（25×4）
……
课堂气氛又一次活跃起来。
师： 想记住这个运算定律吗？ 你

想用什么方法记忆？
生 6：a×b×c＝a×（b×c）
生 7：（●×◆）×▲=●×（◆×▲）
课堂再一次呈现活跃的气氛。
……
最后教师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一

节课就这样不知不觉结束了， 观摩教
师不禁连连赞叹。

整个课堂， 教师设计问题极为新
颖，让学生产生了渴求知识的欲望；点
拨是那么到位， 让学生能把知识难点
理解透彻，做到扎实有效。“合作探究”
环节中的对学、群学，可以达到以优带
差、以差促优、优势互补的目的。

这样的课堂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真正体现了“学生是课
堂的主体”，真正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
的培养融为一体， 实现了课堂教学的
高效性、实效性。

这节课最让人惊讶的是小组展
示，学生能够做到分工明确，课堂发言
声音洪亮，板书清晰美观，问题阐释有
理有据，学习讨论紧张高效，听讲质疑
认真专注……

观摩结束后 ，我反复思索 ：原来
课还可以这样上 ， 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竟然可以这么高 ， 学生的潜力竟
然这么大……

我也逐渐明白， 要想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发挥学生的潜力，就需要从课
堂教学改革入手， 这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实验小学）

数学课里的“研究味”
教学内容：人教版五年级《最大公因数》 执教教师：山东省日照市新营小学 丁海红 点评教师：山东省日照市新营小学 程 敏

◎课堂实录

师：我们已经学过因数与倍数的有关
知识，谁来说说 12 的因数有哪些？16 的因
数呢？ 这节课老师要看看谁是咱们班最有
智慧的数学家。

【评析】 引导学生回顾因数与倍数的
有关知识， 暗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为小组的展示交流做铺垫，同时激发
学生求知的欲望。

师：课前，老师给大家布置了研究任
务，现在就来展示你们的研究成果吧！

第一小组：大家请看图，如果剪成的
小正方形边长是 1 厘米， 那么 16 厘米长
正好能剪 16 个 1 厘米，12 厘米宽正好能
剪 12 个 1 厘米 ，16×12=192， 所以能剪
192 个边长是 1 厘米的小正方形。 我们认
为剪出的小正方形边长可能是 1 厘米。
（同上， 该小组依次介绍了边长是 2 厘米
和 4 厘米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组认为剪成的小正方
形边长可能是 1 厘米、2 厘米、4 厘米，且
最大是 4 厘米。

生： 你们为什么不选择剪边长 3 厘
米、5 厘米或 6 厘米的小正方形呢？

第一小组：3 不是 16 的因数；5 既不
是 12 的因数， 也不是 16 的因数；6 不是
16 的因数。 要想把这张长方形的纸剪成
若干个同样大小的小正方形而没有剩余，
剪出的小正方形边长必须是 12 的因数 ，
也必须是 16 的因数。

【评析】 教师布置的研究任务从实例
的感知入手， 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数学体
验，逐步形成数学概念。 第一小组面对其
他学生的质疑回答得有理有据。

师：第一小组是用画图的方法进行研
究的。 看第二小组是怎样研究的？

第二小组：开始我们也是用画图的方
法得出结论： 小正方形边长必须是 12 和
16 共同的因数，既然这样，我们就没有必
要再画图了，这样太麻烦。

我们找出 16 的因数 （1、2、4、8、16），
再找出 12 的因数 （1、2、3、4、6、12），它们
共同的因数是 1、2、4， 其中 4 是最大公因
数。所以小正方形边长可能是 1 厘米、2 厘
米、4 厘米，最大是 4 厘米。

师：刚才第二小组找出 12 和 16 共有
的因数，其中 4 是最大公因数。 今天我们
就学习最大公因数。 （板书课题）

【评析】 这一组学生不仅仅停留在完
成教师布置的研究任务上，而且思考了怎
样更简单地解决问题，教师适时点出最大
公因数的概念，引出课题。

师：课前，许多同学对怎样找两个数
的最大公因数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就看
看他们是怎样研究的。

第三小组：我们组找到了一种比较简
单的方法，先找出其中一个数的因数。 例
如 18 和 27， 先找出 18 的因数（1、2、3、6、
9、18）， 再看看 18 的因数中哪些也是 27
的因数。 其中 1、3、9 既是 18 的因数，又是
27 的因数，所以 1、3、9 是 18 和 27 的公因
数，9 是 18 和 27 的最大公因数。

生：这种方法要一个一个把因数列出
来，比较麻烦，有没有节省时间的方法？

第三小组： 先列较小的数的因数，看
这些因数中哪些也是较大的数的因数。

师：刚才第三小组的同学用了列举的
方法求出了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现在看
看这几道题应该怎样做。

⑴ 8 的因数有（ ），9 的因数有（ ），
它们的公因数有（ ），最大公因数是（ ）。

⑵ 20 的因数有（ ），20 和 30 的公
因数有（ ）。

⑶ 16 和 18 的最大公因数是（ ）
A. 2 B. 4 C. 8 D. 16

【评析】找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方法
不是唯一的。 第三小组用多种方法找出两
个数的最大公因数，展示非常自信。 老师

设计的练习题较有层次，目的是检验全体
学生是否掌握了求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师： 在找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时，有
的同学还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让我们听
听他们的研究吧！

第四小组：前面一组同学研究的方法
我们小组也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
中，我们举了大量的例子，发现了一种特
殊情况。 例如：5 和 7,2 和 9,10 和 11。

5 的因数有 1、5，7 的因数有 1、7，5 和
7 的公因数只有 1，所以最大公因数是 1。

师： 像刚才第四组同学研究的这些
数，公因数只有 1 的两个数，叫互质数。

第四小组：我们小组在研究公因数只
有 1 的两个数时，开始认为只有两个质数
才有这种关系， 例如 3 和 5，11 和 13 等，
可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有的合数也有这
种关系，例如 14 和 15、25 和 27 等 ，还有
的一个是质数一个是合数，例如 5 和 6、18
和 19 等。 由此我们认为，公因数只有 1 的
两个数， 可能都是质数或可能都是合数，
也可能一个是质数，一个是合数。

生：请问 1 是质数还是合数？
第四小组：1 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生：既然 1 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说

明除了你列举的 3 种情况外， 还有 1 和
任何非 0 自然数都是互质数 。 我还发
现，只要两个相邻的自然数，它们的公因
数只有 1，最大公因数也是 1，例如 2 和
3,10 和 11……

师：也就是说，0 除外的两个相邻的自
然数都是互质数。 对吗？ 真棒！

生：我还发现，互质数的两个数中，至
少有一个是奇数。

师：是这样吗？ 为什么？
生：如果两个数都是偶数，这两个数

肯定有公因数 2，那就不是互质数了。
师：太棒了！ 大家鼓励一下。
第五小组：大家看，4 和 8 的最大公因

数是几？ 为什么？ 因为 4 的最大公因数是
4,4 又是 8 的因数， 所以 4 和 8 的最大公
因数是 4。 那么，5 和 25 的最大公因数是
多少？ 为什么……

由此，我们组认为，如果较小的数是较
大的数的因数， 那么它们的最大公因数就
是较小的数。 现在来考考大家，5 和 15 的
最大公因数是几？ 6 和 24,8 和 32 呢？

【评析】 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步步深
入，教师给学生充分思考的空间，孩子才

会有许多惊喜的发现。 学生在展示时格外
自信，俨然当起了小老师。

第六小组：前面我们已经学过用短除
法把一个合数分解质因数，我们能不能用
分解质因数的方法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
数呢？ 例如 24=2×2×2×3，36=2×2×3×3，
2、2、3 既是 24 的质因数， 又是 36 的质因
数， 那么 2×2×3=12，12 就是 24 和 36 的
最大公因数。 也就是说，这两个数的最大
公因数是它们共有的质因数的乘积。

我来考考大家 ，15=3×5,25=5×5，15
和 25 的最大公因数是几？

生： 我们会用短除法分解质因数，我
想，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能不能把两个
短除式合为一个，用共有的因数去除呢？

合并两个短除法

把所有的除数乘起来， 得出 18 和 30
的最大公因数是 2×3=6。

师：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自己的努
力研究出这么多求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其
实，数学是一个神奇的王国，里面隐藏了
许许多多奇妙而有趣的东西，只要我们肯
动脑筋去研究，你就会发现许多其乐无穷
的现象，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总评】纵观这节课，教师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也创设了
一个充满“研究味”的课堂氛围，真正实现
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在课前，每个学生都做了深入研究，所
以当他们在课堂上展示交流时， 就出现了
一幕幕精彩的质疑、争辩、讨论。 面对别人
的质疑、反驳，同组成员互相帮助、补充，一
起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发展了思
维，更重要的是，逐步养成了全面考虑问题
和善于从别人身上取长补短的意识。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对数学有
了更好的理解，而且创新能力、合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得到了提
高。 课堂上这种展示、交流、辨析的形式，
更会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并进一步影响学生对数学学习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

起 因
学完了因数、倍数和分解质因

数后，学生追问了许多关于分解质
因数的问题。我顺着学生的思路，
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课题：有一张
长方形纸，长16厘米，宽12厘米，
如果要剪成若干个同样大小的小
正方形且纸没有剩余，剪出的小正
方形边长可能是几厘米？最大是几
厘米？（边长取整厘米数）

在学生解答之后，我又给他们
布置了另一个小课题：任意两个
数，怎样找它们的公因数和最大公
因数，学生们又投入到积极的研究
中……

李军 ， 山东
省日照市教育科
学研究中心副主
任，数学教研员，
中学高级教师 ，
曾获全国优秀教
研员、 全国赴港
优秀指导教师 、
山东省教学能手
等称号。

月度
人物

◎人物素描 有一种痛叫“数学痛”。据说不少学生厌学都是从惧怕数学开始的。然而，在山东日照，一项数学小课题研
究成果，改善了数学教学的课堂生态，让许多孩子从此爱上了数学。本期月度人物李军，就是这项成果的研发
者，同时配发课题实验教师丁海红的课堂实录，以飨读者。

18 30→用共有的质因数 2 去除

9 15→用共有的质因数 3 去除

3 5→除到两个商除了 1 再没
有其他的公因数为止

2
3

观课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