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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的教学效果往往取决于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

度及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次笔者听了八年级（下）的一堂专

题复习课《三角板中的相似》，现对该课的教学片段作简要

评析，并谈谈笔者的一点思考，与同行分享。

教学片段：合作交流。

例 1，已知：△ ABC与△ EDF都是腰长为 9的等腰直

角三角板，如图 1摆放。

①请写出图 1 中所有与△ AGH 相似的三角形；

_________________。

②固定△ ABC，将△ EDF绕点 A逆时针旋转，请在

图 2的位置画出符合题意旋转后的图形，此时①中结论成

立吗？

③在旋转过程中，设 DE、DF（或它们的延长线）分

别交直线 BC于 G、H，当△ AGH是等腰三角形时，求 CG

的长。

通过幻灯片呈现以上题目之后，教师读题，请学生思

考问题①：当同学们都沉浸在思考中时，教师不停地在问话：

“好了吗？”此时下面没有一点声音，刚刚过去一小会，教

师又在询问“好了吗？”总共问了有四遍，终于有几个学生

举起手来，回答了老师的提问，随后教师也很快给大家说明

了理由。紧接着解决了问题②，然后教师让大家继续思考第

③题，学生都想不出来，教师便作了一些提示。

师：△ AGH和谁相似？

（学生思考）

师（有点急）：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在①小问中？

生 1：△ CAG、△ BAH。

师：好，我们再看要求的 CG在哪个三角形里？

生 2：△ CAG。

师：那当△ AGH是等腰三角形时，就说明△ CAG也

是什么三角形？

生 3：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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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 CAG为等腰三角形时

有哪些情况？请大家在下面画画。

因为△ CAG为等腰三角形，不知道腰是谁？学生在画

图前自然要思索，然后再考虑分类画图，而此题要分三类情

形，学生画图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教师感觉下面的学生画

图太慢，便要求大家抬头看黑板和她一起分析画图，此时有

学生在下面小声说道：“老师，等等我，我就要画好了！”

老师回道：“等你画好就下课了！”老师很快在黑板上画出

三幅图，然后带领学生，一起计算出每种情形下 CG的长。

紧接着是例 2“积极探索题”，共有 5个小题，虽说题

型与上面差不多，但由于在上一题中学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理解和体悟其中的解题思想和方法，故只能是教师牵着学

生再次从头走到尾，最后结束了本节课。

笔者感到困惑，课堂上的快节奏、大容量能代表学生

学习的质量吗？数学学习需要理解，如果学生没有理解，他

们怎样能够掌握知识，又怎样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呢？教学并不是仅仅以教师的教来评价教学效果的，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学习质量才是评价教与学的可靠标准。

这是一节专题复习课，从备课到设计，到学案的制作，

再到上课，整个过程都是精心准备的，专题的切入点很小，

由身边的三角板引入，执教者精心选题，站的立意较高。备

课的选题是从中考试题中精心挑选的，并经过适当的改编。

应该说教学内容本身准备的非常“实”在，但是从学生学习

的效果上看却不“实”，甚至是“虚”的。由于例 2“积极

探索题”方法与例 1类似，稍有提升，但是大部分学生却好

像没有从例 1的教学中得到多少启发，试想，导致这样结果

的原因是什么？

执教老师想没想过：课堂上，自己给学生留下思考的

时间了吗 [1]？教学过程中，教师“该放手时要放手”，让

学生在课堂“空白”中大胆地去尝试各种情况，也许会碰的

“满头窇”，但是此时学生拥有了“做”数学的舞台，拥有

了交流的载体，拥有了悟化和接纳的可能。教师应让学生积

极参与到各种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中掌握解题的思想方法，

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如果教师能够在第③题中，给予学生足

够的时间去探究和画图，通过与同学之间交流并讨论，所有

情况学生可能都会想出来，即使学生想的并不完整，但是学

生在想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了收获。

本节课共设计两道大题目，9个小题，由于题目本身具

有综合性，考查的知识点较多，属于偏难类型的题目。执教

者能在 45分钟讲完这两道大题目，应该说教学节奏是比较

快的。仔细分析教学效果，这样的“快”节奏，学生受益的

知识和能力到底有多少？在这节课中，显然从一开始的多次

问话：“好了吗？”以及后面学生要求：“老师，等等我，

我就要画好了！”相信这也不是一个学生的请求，实际上是

大部分学生的要求……

从课堂的多处可以看出执教者急于完成教学任务拼命

地去讲题，而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并没有因为教师多

讲几道题目而有所提高。这样的教学节奏表面上“快”，教

学的质量效果和效益其实是“慢”的。

“快餐式”教学，教师只起到了“简单告知”的作用，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到被动接受而已，这是与课标精神相

违背的 [2]。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应该

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为学生的发

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教师在课堂上最重要的任务不

是“讲课”，而是组织、引导、参与学生学习。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表现出充足的耐心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做到认真倾

听，认真等待，也许在等待“空白”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

都会有意外的精彩生成……

本节课中两道例题因综合性强，难度较大，学生思考

时思维量也较“大”，但是，笔者发现本节课中学生的思维

量却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在例 1第③题中，这是道探

究题，教师在提示后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去经历、体验、

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让学生看老师画图，然后在老师带领下

解完题，就径直向例 2“探索”去了。试问，学生的思维量

在哪里？整节课，学生被老师牵着走 [3]。因此，课堂上需要

留一些空白，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去“想”，去“做”，去

“悟”，最后是“反思”。这个过程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

学生的思维品质就是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得以提升。如

果缺少某一个环节，其教学效果都将打折扣。

综上，数学课堂需要留一些“空白”，也许这样的课

堂教学看似“虚”，实则“实”；看似“慢”，实则“快”；

看似“小”，实则“大”。课堂教学要以生为本，把时间还

给学生，该学生思考的，教师不得干扰，该学生操作的，教

师不去替代，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得有效，才能体现出教

的有效，学的效果，才能说明教师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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