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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tool for human beings, and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preaching, teaching and 
solving doubts is even more unparalleled,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key to open the mind and wisdom of students,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words
primary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language

小学数学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研究 
吴海燕

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北京 100028 

摘　要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就更无与伦比，它是开启学生心灵和智慧的
最有效的钥匙，且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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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语言实际上可以分成单向表述和双

向交流两种。单向表述是在一个交际环境中，围绕某个话题，

一方对另一方所进行的言语表达活动。它具有单向、单线的

特点，是以说话者为主导，以达到某一交际目的，向听话者

进行的恰当的、有效的言语表述，听话者一般不参与这个言

语活动。那么教师在课堂上的一些总结性语言、过渡性语言、

导入式语言、说明性语言等多要运用单向表述的语言形式。

双向交流是在同一个环境下，就同一个话题，由交际的双方

互相配合、相互交流，共同完成交际目的的一种言语活动。

它的特点是双向、双线。课堂上学生习得知识的过程中，教

师与学生的交流、研讨、提问等多会用到双向交流式语言 [1]。

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属于教师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同时

是教师整体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和体现。透过一个教师的

职业语言，可以大致判断他的道德修养、知识结构、基本能力。

面对小学生，我们在什么时间怎样说话，说什么话就成为小

学数学教师的一个专业课题。经过研究，论文就小学数学课

堂中的导入语、过渡语、互动交流中的评价语、小结语进行

了梳理，现整理出来与同仁们探讨。

2 导入语

2.1 导入语的作用

导入语是一堂课开始时，教师引导学生走进新课，学习

新知的“开门语”。它可以引发学生兴趣，收敛学生学习注意力，

调适教学的气氛，是切入新知的重要阶段。导入语能为一节

课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好的导入语就是一堂课好的

开端。

2.2 导入语当下存在的问题

结合教师的课堂实录，笔者对教师开课的导入语进行了

提取、比较和分析，发现当前教师导入语中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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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语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关注不够，致使学生一

开课就掉队。

（2）导入语关注兴趣，但存在仅仅热闹好玩却与教学

内容无关的现象。好玩之后，学生在心理上对新知的学习没

有达成顺畅进入的目的。

2.3 问题的简单成因分析

教师对导入语的意义认识不清，对情境导入的认识停留

在简单模仿与照搬的水平上，即看别人创设卡通情境也跟着

创设卡通情境的现象。教师在此没有分析清楚别人的卡通情

境所承载的任务，使用了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变成了只有形

式没有本质的空壳，造成情境创设无实效的状况，即为兴趣

之下无内涵，与本节课知识学习无关联。正因为对导入语价

值认识不清，所以出现了舍弃情境直接开课的情况。其结果

就是一开课就提出一连串的抽象问题，不关注学生学习心理

的跟进，致使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课堂上的学生在课程伊始

就掉了队。

2.4 研究成果

为了给一节课夯实基础，有个好的开端。我们对开课的

导入语进行了研究，力求使教师对导入的浅层模仿变为理性

的认识，让每一节课都一开始就舒心有效。通过对数学学习

内容起点的分析与分类，我们认为数学知识的起始学习不外

乎分为两大类 : 其一，是知识“0”起点的学习内容，其二是

在原有知识上有“生长点”的学习内容。因学生的学习起点

不同，则开课的导入语言就会有所不同。

2.4.1 教师要会说关联生活的导入语

数学学习中会有许多知识“0”起点的学习内容。表面

上看到的“0”起点，细细分析实际不然，因为许多知识，学

生在生活中已基奠了大量的感性及表象的认识和经验。只是

学生没有把这些具体事物建立联系，在不同的表象下认清其

相同的本质。因此，对于教学知识“0”起点的内容时，教师

要会说关联学生生活经验的导入语，这样可以唤起学生原有

的经验和认知，帮学生把具体表象下的事物与所学的知识建

立起联系，辅助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借助熟悉的景物进

行抽象提炼，从而顺利地把学生的生活经验带进学习的过程

之中，也把学生的学习心理拉进课堂之中。

例如，在《克和千克》的教学，这一内容是学生学习质

量单位的开始，后面还会继续学习较大的质量单位“吨”。

但是学生在生活中都有购物的经验，都知道物体是有轻重的。

有些同学还有“斤”的认识。因此，教师开课的导入语可以

这样设计：“同学们跟爸爸妈妈去逛过超市吗？在超市里怎

样买水果和蔬菜呢？”学生在回答中，就会把生活经验外显

出来，提到自己拿、称质量、交费等。由此，教师顺应着谈

话进入，“为什么要称称有多重呢？”“要表示物品有多重，

可以用什么作单位呢？”

勾连学生随父母购物时秤重的情景，在学生较为熟悉的

生活场景中提出学习内容，建立起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在聊天中，将学生引入今天的学习内容。

又如，在《年月日》的教学，教师的导入语可以这样设

计：在生活中总会有些日子是我们盼望、难忘、觉得有意义的。

有哪一天对你来说是记得特别清楚的吗？给大家说说并简单

说说理由。在学生的回顾中，自然提取有关年月日的内容。

勾连学生对自己来讲的重要日子，引出年、月、日的学习。

在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提炼出学习的内容，建立起数学与

生活的紧密联系，从心理上顺利走进数学的学习。

2.4.2 教师要会说关联知识的导入语

数学知识系统性很强，后面的知识往往是前面所学知识

的扩展或延伸。建立起知识间的联结是学生学懂、学通、学

透知识的关键所在，是学生灵活应用知识的基础。因此，从

知识技能的目标落实来看，除了引领学生学会新知，还要能

把新知与他知进行关联。把知识纳入原有的认知体系，连点

成线，利于学生理清知识间的内在关系，并深入把握知识本质。

这样才可能达到我们理想中的融会贯通、灵活应用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不仅仅取决于

你的肉眼，还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思维，思维决定你到底

能观察到什么。”知识间的关联不是简单看出的，而是想到的，

是思维决定的。因此，面对知识体系中某一点的教学时，教

师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关联知识的导入语，帮助学生建

立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辅助学生从联系的视角看知识、

学知识，把知识学通透，最终达成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

活应用之目标。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的除法竖式时，教

师可以勾联学生的原有知识进行导入，“加法减法我们能列

竖式表达想法，那除法算式我们也能列出竖式来表达吗？”

这样的关联有助于学生对新旧知识异同的认识，在对比的环

境下也利于学生对新知的准确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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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二年级学生首次接触除法算式的学习。实际上除

法算式是符号表征方式的学习，在这之前学生已经认识了图

形语言，学习了文字语言，在这些基础上除法算式是一种新

的表征形式。那么，在学习伊始，教师就可以用表示内在关

联的语句进行导入。师：“ 什么是平均分我们认识得很清

楚了。会用实物平均分，还能用语言把平均分这事说得很清楚，

那我们能用一个算式来表达这件事吗？”这样，学生在学习

时就在头脑中形成了一条线，能抓住点与点的联系，认识清

晰化，学习简单化。

3 评价语

3.1 互动交流中评价语的作用

《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在培养目标上明确提出了

“基本活动经验”的要求，由此数学学习活动已经是数学课

堂的常态事件。伴随活动就有活动交流，就有评价指导，其

目标是通过活动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升认识、发展思维等。

互动交流中的评价语，是教学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就尤为重要。评价指导着习惯，评价引

领着思维，评价激发着兴趣，评价沉淀着方法，评价影响着

学生的身心发展……

3.2 互动交流中评价语当下存在的问题

通过课堂观察，结合教师的课堂实录，我们对教师教学

过程中的互动交流评价语进行了提取、比较和分析，发现了

当前教师互动交流评价语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在学习活动中，教师无评价意识，呈现出无评价

的状态。

（2）在学习活动中有评价，但评价多停留在行为层面，

不会在思维、方法层面进行评价。

例如，评价语多是“好、不错、还需要再思考一下”等，

教师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教学进程，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就

出现了课上师生互动交流中虽然有说话，但没有真交流；虽

然有评价，但缺少学法、思维方法的指导和帮助。忽视了互

动交流评价的激励、导向、诊断等功能，变成交流无效、课

堂无效的状况，而且限制了学生数学学习的动机和水平的

发展。

3.3 问题的简单成因分析

以上的两个问题反映出教师的两种状况。其一，教师对

数学学习活动的认识不够清晰，致使活动流于形式，仅仅是

讲授前的热身。对于活动多停留在简单模仿阶段，更多的指

向行为要求，表现出来的也是为了活动而活动，因此，对活

动无指导与评价。其二，教师对学习活动有一定的认识，但

对活动评价无研究，不清楚评价的角度，不知道应该从哪些

方面进行评价，评价些什么。致使评价语言停留在跟风、随

大流的行为层面上，或停留在表层的鼓励和表扬上，致使评

价不到位，没能深入，实效不高。

3.4 研究成果

为了落 2011 版课标的理念，让学生在获得必要的数学

知识和技能之外，还能感悟数学的基本思想，积累数学思维

活动和实践互动的经验。我们对数学学习活动进行了研究，

对活动中怎样借助评价语言提升学生的认知进行了重点的研

究，现阶段研究梳理出如下一些策略。

3.4.1 在互动评价中会说激发兴趣，培养习惯的激励语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教师不想办法使学生产生情

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不动情感的

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就没有学习

的兴趣，学习就会成为学生沉重的负担。”课上师生互动交

流中，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情绪，巧用评价语，在评价中引导，

指向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指向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做到“有来有往，言中激趣，养成习惯”。

例如，在学生能准确表达但声音不够洪亮时，教师评价

为：“你观察得很仔细，说得也很清楚，如果声音能再洪亮

一些就更好了。你能大声地再说一遍，让在场的每一位教师

和同学都听清楚吗？”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完整地表

达出自己的思维过程时，教师评价为：“这样表达，就能让

我们听得特别明白，别人听起来很清楚，让人心服口服。”

当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快速做出反应时，教师评价为：“思

维太敏捷了！这么快就有想法了。”这些评价语指出学生要

努力的方向，给学生充分的肯定，能培养学生的自信。

3.4.2 在互动评价中要会借助学生说巧妙告知语

教学是由教与学两方面统一组成的双边活动，因而教学

方法也有着双边性。教师主导忽视学生主体的方式是错误的，

因为一方的积极性被对方压抑了，就势必会造成教学的无效

或低效。而学生主体作用体现了，教师主导又不见了的现象

也是错误的，这样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也会严重影响教学

实效。学习活动中关注学生的感悟与体验，但也有些是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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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身的知识基奠和阅历所限，在自我体验下难以进行抽象，

进行提炼的内容。面对这样的教学内容是教师要告知的，就

不要明知学生难以达成还非要纠缠不已，既耽误时间又无实

效。关键是教师要选择好告知的时机，选择好告知的方式，

把简单的告知变成有意义的建构。

例如，11~20 个数的认识教学中，在尝试数出 12 根小棒

后，为了让学生从数数过渡到组成，教师引导学生体会如何

拿可以让大家一眼看出这是 12 根小棒，进而出现整捆和单根

的情况，借此教师巧妙告知“你们真会思考。那教师告诉大家，

在数学中我们把这个捆成一捆的叫 1 个十，而这个单根的为

了和这一捆区别开，我们就称它为几个一，例如这 2 根，就

称作 2 个一，那么这里有 1 个十和 2 个一，当然就是 12 了。”

由于教师知道学生很难自己说出“十”和“一”这两个

计数单位，所以在对学生操作进行评价时，借助学生行为指

导思维，并帮助其准确表达，巧妙告知。

3.4.3 在互动评价中要会说引领思维的指导语

数学课堂学习作为一个思想交流的场所，要以情感带动

情感，以思维引领思维，以智慧启迪智慧。在学习中遇到困难，

虽然苦思冥想但还不能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很正常的情况。

没有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关键是问题出现后我们怎样理清问

题，在问题解决中学会了怎样的方法，提升了什么能力，这

是我们教学的关注点。那么当学生出现问题时教师采取的方

式就很重要，一种是当学生出现问题教师就接手，通过直接

讲解使学生明白，问题得以解决；第二种是教师发现了问题，

给学生一些启发，思维上给一些指导，指导一个方法或思考

问题的方向，学生藉此再次深入思考，使问题得以解决。两

种方法我们在选择时，会选取第二种以思维引领思维，促进

思维的自主发展。因此，教学中当看到学生遇到问题时，教

师要会说引领思维的指导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例如，在三年级学习两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的竖式计算

中，教师借助买 12 本书共花多少钱的问题情景，让学生独立

尝试计算 24×12，本想学生可以借助乘法的运算意义，能将

12 拆分，把两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转化成学过的一位数乘一

位数的计算。但是学生在尝试中，没有出现拆分的情况。于

是教师对学生的尝试活动评价为：“刚才有人已经算出结果了，

可能之前在外面学过是吧？但也有些人遇到困难了，遇到困

难很正常，提示一点：你看咱们想求这 12 本书共多少钱，一

起算有困难，那可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拆开来算？试着写

一写、算一算。”受到启发，学生想出了多种拆分计算的方法。

有拆成 10 和 2 的，还有拆成 6 和 6 的……这样的评价语指导

学生进一步思考，有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3.4.4 在互动评价中要会说一分为二的辨析语

思想的感悟和经验的积累其主要的方式是学生亲自参与

数学活动，活动中独立思考，交流中碰撞思想，辨析中提升

认识，从而达成知识与技能的形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过

程是开放，开放就会有差错，而对待差错的方式直接映射出

教师的教育观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错误本身乃是达到

真理的一个必然环节。教师要从正面看待学生的差错，从科

学的角度分析差错，用发展的视角认识差错的价值。引导学

生在理解、接纳、分析中改进差错，教师要会用一分为二的

辩证语言评价指导学生，引导学生逐步完善认知。

例如，把有余数除法用算式表达，有些学生写出了这样

的算式 18÷4=4，显然这个算式不完全正确，那正确的是什么，

哪不正确。这些恰好是学生已有认知与新知的交错点，借助

这个错误资源的辨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有余数除法算式

写法的价值。因此，教师可以这样引导辨析：“对照我们分

的过程，看看这个算式表达出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表达出

来？”从而学生认识到余数，理解算式的写法。

3.4.5 在互动评价中要会说指导语言表达能力的引

导语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语言又是思维的载体。在获得基本

的知识、技能的同时，获得思维的发展 , 是数学教学的核心，

而语言又是思维外化的主要形式。因此，要想了解学生思维

的状况，语言的表达是交流思维的一个基本路径，那么培养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成为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数学语

言的表达通过机械的模仿、简单的重复是无法达成的。言之

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让学生能逻辑清晰表达清楚、

明白是数学教师培养表达能力的着陆点。想要培养学生的表

达能力，一个是表达的要素，一个是表达的逻辑。因此，结

合学生的表达教师要帮扶学生明白是要素不全还是逻辑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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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给学生加以指导，学生才能把教师指导的内容纳入自己

的语言体系，表达清楚又明白，最终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因

此，互动交流中教师要会对学生的表达进行理性细致的评价，

会说指导学生表达能力的引导语，辅助学生学会表达 [2]。

例如，在二年级下册的数学广角推理课的教学中，对于

例题“有语文、数学和品德与生活三本书，下面三人各拿一

本。小红说：我拿的是语文书；小丽说：我拿的不是数学书。”

学生在推理说明时，说道：“因为小红拿的是语文书，小丽

拿的不是数学书，所以小丽拿的就是品德与生活书。”针对

学生这样的表述，教师评价为：“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小红拿的是语文书，小丽拿的不是数学书，

怎么小丽拿的就是品德与生活书了？不是音乐书，也不是美

术书呢？”这样的评价，是想引导学生说出推理的大前提“有

语文、数学和品德与生活三本书，下面三人各拿一本。”在

学生补充完整后，教师及时评价：“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

看来这句话很重要，如果在说理的时候，你能把它也说出来，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你的推理有理有据，也就没有疑问了。”

通过两次评价，引导学生清楚明白地表达，使学生在语

言表达能力上有所提升。

4 过渡语

4.1 过渡语的作用

语言是教学的工具和载体，过渡语在课堂教学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科学合理地运用好过渡语，可以辅助学

生理解教学环节间的逻辑关系，认识上层层深入，提高课堂

的教学质量。课堂教学运用好过渡语言，无论从小学生的受

教心理还是从数学教学的特点来看，课堂中过渡语的使用都

是大有裨益的。 

4.2 过渡语当下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当下在数学课堂中，过渡语存

在如下问题。

（1）数学课堂没有过渡语，采用行为、事件引出下一

环节的教学。

例如：我们常常在课堂上听到这样的话“下面我们看第

二题”“下面来做两道练习”等。

（2）有激励兴趣的过渡语，但没有对后续知识在认识

和方法上有启发的过渡语。

4.3 问题的简单成因分析

教师在教学中对过渡语价值的认识不足，对过渡语的功

能认识不足，这是教师教学中没有过渡语的成因。“过渡”

在词典中解释为：事物由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逐渐发展变化

而转入另一个阶段或另一种状态。那过渡语言就是这两种不

同状态的连接语，两种状态的连接点是什么，我们的教师认

识还不够清晰与透彻，那么就造成了过渡没有把知识或者方

法关联起来的状况。课堂中呈现出来的就是“跳档”，致使

环节间没关联，思维上不连续，感觉上课堂实施不够流畅。

4.4 研究成果

为了让教师们认识过渡语的价值，愿意并自觉用好过渡

语言，促使教师预设的教学目标能顺畅地实施，我们进行了

学习与研究。要想说好过渡语言，清楚把握上下环节的关联

要点十分重要。分清楚是从知识点上关联，还是从思想方法

上关联，或是上面环节的巩固与深化，针对不同的关联要会

说不同的过渡语言。

4.4.1 教师要会说指向知识关联的过渡语 

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涵盖了几个知识点的学习，而教

师会按照其根本的逻辑关系对这些知识点进行设计，给他们

安排相应的出场顺序。这些知识点的逻辑关系教师是清楚的，

但是学生并不清晰。如果课堂中没有建立关联的语言作为桥

梁，学生看到的就很容易是分割开来的两个知识点，很难把

它们在同一个知识体系中理解，孤立的点难以深入，难以贯通。

因此，教师要在环节变化时跟学生做明确的说明，以便使学

生清清楚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学习，同时让学生知道两个

环节的联系。

例如，在有余数除法的认识中，第一环节学生通过拼摆

认识了余数，并借助拼摆得到商和余数。第二环节安排的余

数和除数关系的学习。两个环节间知识是相接的，但研究的

重点问题不同，环节中就要针对研究重点的变化来设计过渡

性语言。

因为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过渡语：刚才我们通过拼摆认识

了有余数除法，在拼摆的帮助下我们能得到商和余数。那么

这个余数跟除法算式中的哪个数有着紧密的关系呢？下面我

们就来研究一下。

这样的过渡语，前半部分是对上一环节学习内容的总结，

后半部分是对下一环节研究重点内容的引入。这样的语言设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8.4813



8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8 期·2020 年 08 月

计利于学生清楚地知道刚才学习的内容和下面要研讨的主要

问题，使他们明明白白地走进下一个环节的学习。

4.4.2 教师要会说指向方法关联的过渡语

数学知识有许多的内容都是表象不同但本质相同，表面

不同但方法相同。对于这样的两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上一

个环节思想方法的延续，实际上是在一致的方法下个案的丰

富。有了通法作支撑，学生再去学新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具备

了自我的研读能力。这样的环节过渡，教师就要从思想方法

的层面设计过渡的语言，以达成对学生从帮扶到独立，从理

解到应用的能力培养。

例如，在进行面积单位间关系的学习时，第一个环节安

排了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关系的研究，第二环节安排的是平

方分米和平方米关系的研究。这两个内容从研究方法和策略

上是一致的，第一个环节的学习就为第二个环节的学习基奠

了活动经验和思想方法。那么在第一个环节之后教师的过渡

语言就要指向方法，以便于学生联结起刚才的研究过程，自

主的走进下一个环节的研究当中。教师说：刚才同学们借用

面积单位的拼摆，或边长的转化和计算，都得到了 1 平方米

=100 平方分米，那 1 平方分米和 1 平方厘米之间又有怎样的

关系呢？你能借鉴刚才的研究方法自己得到结果吗？

4.4.3 教师要会说激励信心的过渡语

数学教学中常常有巩固、延展的教学内容的安排，它是

对新知的巩固与提升。当发散性、开放性问题出现时，学生

会面临挑战，会产生畏难的心理。引导学生勇敢迎接挑战，

积极自主思考，攻克难关深化理解是过渡语的价值体现。因此，

凡遇到这样的环节过渡，教师要会说激励学生信心，调动学

生积极性，引导学生注意力的过渡语。

例如，长方形周长的学习之后，会安排联系生活进行练

习的环节。作为环节过渡，教师就可以说：看来大家长方形

周长计算的方法都掌握了，要是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能解决吗？这里用反问的语句激励学生自主尝试，把知识

基础和知识应用借助过渡语言表达清楚，让学生清清楚楚从

应用层面进行尝试，深化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5 小结、总结语

5.1 小结、总结语的作用

“结”是结束的意思。一节课 40 分钟是结束，课中还

有环节的结束，在一节课当中会有几个结束。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头脑里涌进了大量的零碎信息，这些知识往往是不稳定

的、不牢固的，特别是新旧知识之间容易混淆，产生理不顺

的现象。因此，在结束时教师有必要采取措施帮助学生对此

进行简单的梳理，理清知识的内在联系，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

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方法，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课堂小结

就是其中一种高效率的方法。课堂的学习涵盖知识、技能、

活动和思想方法，那么课堂的小结语就可以涉及到以上这些

方面。每次小结语都辅助学生形成清晰的认识，如对知识的

理解、方法的掌握、活动的价值等，长此以往，学生就学到

了知识，掌握了方法，形成了能力。

5.2 小结语当下存在的问题

为了了解教师们对小结语的认识状况，我们采取了资源

搜集（进行了几十节课的教师课堂实录）、集中比对、回放

分析等教研活动，从中提取了大量的教师课堂的小结语、总

结语，概括归类，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1）教师没有小结的意识，在环节中呈现没有小结语

的情况。

（2）环节中小结语流于形式，呈现出教师简单重复学

生语言的状况，教师的小结与学生同层，不能辅助学生水平

的提升。

（3）教师小结语还只停留在总结知识技能的层面，对

于思想方法，学习活动基本没有涉及，致使学生的认识和能

力提升不足。

5.3 问题的简单成因分析

教师缺少对小结语作用的深刻认识，简单处理环节中的

小结。课前对小结语的设计准备不足，说出与学生同等水平

的小结语，致使学生的认识停留在自己原有的水平上，数学

的理解与领悟在同水平徘徊，无法提升。另外，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对活动的理解和涉及到的思想方法认识得还不够清晰，

致使教师没能从这两个方面加以总结。

5.4 研究成果 

通过研究实践，让我们再次回头看清了教师备课中的薄

弱点，教师对数学活动的理解和思想方法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致使教学目标和课堂小结形成了一个死的闭合圈。小结语的

研究要回归到教学观念的改进，要关联教学目标的制定，通

过研究我们总结出进行课堂小结的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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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教师要会说概括知识的小结语

知识的学习是复杂的，素材是多样的，研讨是丰富的。

一个环节下来做了许多的事，到底这些事都指向了哪个知识，

学生不易形成清晰的认识。把学生头脑中零散的事件串起来，

把散落的认识拎起来，才能让学生的认识清晰化。带领学生

认识从具体到抽象，是沉淀知识，沉淀认识的过程，也是夯

实认识的过程。

例如，学生学习了 11~20 以内数的认识后，教师小结：

这节课我们从数数、读书、写数、数的组成、数的大小几方

面认识了 11~20 个数，对这节课的学习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如，学生研究了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后，教师总结：

通过大家刚才的测量、计算、交流我们知道了，看来长方形

周长在计算时可以有这样的三种算法。我们计算时可以自我

择优选择，让我们的解答可以简单些。

5.4.2 教师要会说明确方法的小结语

“知识与方法”实际上就像“鱼与渔”一样。方法是处

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看似简单动作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思

维方式。知识很重要，但知识不是智慧，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

智慧。还有句话说，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数

学学习的核心是培养思维，因此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伴随着方法

的学习。教师要能使学生认识其中涵盖的方法，学会方法，运

用方法，这样学生才能成为会自我学习的人、有思维能力的人。

例如，在三年级学习 24×12 的竖式计算时，学生尝试中

会出现如下一些算法：24×6=144  144+144=288；24×9=216  

24×3=72  216+72=288 等。教师小结：他们俩的算法看起来

不一样，但是他们俩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

把 24 乘 12 这个两位数乘两位数计算，通过拆 12 转化成以前

学过的两位数乘一位数，然后再合并得到 24 乘 12 的积。把

新问题转化成我们会的、熟悉的旧知识来解决问题是解决问

题常用的一种方法。

教师语言是教师的职业技能，它显示出教师的个人文化

和修养程度的高低，它是专业性语言，学术性较强，技能性

较强。教师的语言要有教育性、激励性、启发性、规范性、

专业性、针对性、灵活性、艺术性等特点，要能说出恰当的

课堂教学语言，教师要扩大“内存”加强学科修养，才能出

言有度，旁征博引，只有底蕴丰富，才可能做到口齿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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