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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品质，一是指人的品性本质；二是指物品的质量。

所谓品质课堂，笔者解读为优质、精品课堂，也可以通俗地

理解为高质量课堂。

品质课堂指关注人的发展，特色鲜明且教学过程和教

学效果双料优质的课堂。数学品质课堂则指从学科角度凸显

数学思想内涵、数学文化、数学美感，教学内容充满趣味性

且富有探究价值，教学方式科学先进，教学风格特点鲜明，

能以完整优质的教学过程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

现“教学效果的高质量”。

人的高质量发展从教学相长和情感体验两个维度指向

教师、学生两个层面。指师生共同经历教与学的过程，通过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学生习得数学知识、提升思维能力、发

展数学学科素养，教师的业务能力得到提升，专业得到发展，

师生均有良好的情感体验，享受过程的精彩和成长的幸福 [1]。

教学效果的高质量主要指完成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

标的效率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好。一般通过课后访谈、课后

检测去衡量教学效果。

按照三段论可将小学阶段学生分为低、中、高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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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段一般指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步入

青春前期，身体开始发育，性格渐渐趋于稳定，自我意识较

强，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与人合作的能力增强，能承担力所

能及的责任。经过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形成一定的

自主学习能力，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增强，注意力容易

集中 [2]。

基于对品质课堂的个性化思考，结合小学高段学生的

心理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提出五环教学模式。

所谓五环教学模式，即指将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五个环

节：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先试后研，问题探究；迁移运用，

自主建构；对比优化，归纳总结；反思质疑，拓展提升。

在执教五年级下册人教版第 65页《约分》例 4时，创

设了如下情境：熊妈妈有三个孩子，分别是熊大、熊二、熊三。

一天，熊妈妈说：“孩子们，你们渐渐长大，要自食其力了。

家里有块地，我现在分给你们。熊三，我把这块地的 分

给你；熊二，我把这块地的
6

2
分给你；熊大，我把这块地的

3

1
分给你，你们要好好耕种。”分完后，只见熊大嘟囔着说：

“妈妈偏心，分给弟弟的都比我的多！”。“同学们，你们

认为熊大说得对吗？”话音刚落，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地表达

自己的看法。有地说：“我认为熊大说得对，因为熊二、熊

三的分子分母都比熊大的分子分母大。”有的立马反驳：“我

不同意，我觉得他们分得一样多。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学习了

分数的基本性质，从 ，分子分母同时乘 2，

分数的大小不变，所以我认为熊大说得不对。”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卡通人物形象虚构故事情节，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将数学知识融入情境，

制造认知冲突，激发学生寻求真相、主动探究的欲望。

环节二分四个步骤。

看书自学，自主尝试

课堂情景再现：“到底熊大说得对不对？刚才同学们

给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请大家打开课本翻到 65页，先

自学例 4，然后尝试填一填空。并思考两个问题：①怎么把

化成
5

4
？什么变了，什么不变？②什么叫约分？什么叫

最简分数？约分时要注意什么？”

自学尝试是基础，没有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尝试探究和

个性化思考，就没有合作交流的必要，合学讨论是基于个体

独学后产生交流碰撞的意愿后进行的。

小组合作，交流讨论

课堂指令“自学结束，请同学们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

想法，小组长适时做好汇报分工。”

合作交流是对自学效果的反馈和呈现，以小组为平台，

为学生创设自由交换意见、交流思想、碰撞思维的空间，

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信息的流通、思维的互通和知识的联通，

最大化地实现生生互动，是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学习主体的

体现。

小组汇报，展示成果

课堂指令：“下面，请准备好的小组上台展示。请其

他小组认真倾听，待台上的小组汇报完后，可及时补充或质

疑。”

课堂情景再现：“大家好，我们是第 2小组，下面由

我们展示小组学习成果。把的分子分母先同 时除以 2，再

同时除以 3，就可以化成
5

4
，在这个过程中，分子分母都变

小了，但是分数的大小不变。像这样，把一个分数化成和它

相等，但分子和分母都比较小的分数，叫做约分。像
5

4
这

样，分子和分母只有公因数 1的分数叫做最简分数。约分时，

通常要约成最简分数。我们小组汇报完毕，请大家补充或质

疑。”

“我要补充，把 化成
5

4
，给分子分母同时除以 6更

简便。”
“我要补充，我发现 6是分子 24和分母 30的最大公

因数，约分时，先找到分子和分母的最大公因数再约分能最

快化成最简分数。”

小组汇报是必要步骤，面向全班展示小组学习成果。

学习成果既有收获也有疑惑。此处是体现学生元认知学习策

略的最佳时机，学生通过全班交流反思自己的理解是否深

刻、学习方法是否合理，有哪些收获和不足等。处理上，老

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为了节省时间，重复的观点可以不必发

言，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

教师点拨，释疑小结

点拨小结是必备，学生交流完后，老师进行提炼概括，

并强化重难点，形成知识链，是实现品质课堂教学效果高质

量的有力保证。如果学生在汇报过程中提出疑惑，可以作为

教学资源，让学生进行二次讨论，如果学生解决起来有难度，

老师可做适当点拨，启发学生深度思考，最终得出结论，实

现课堂生本生成。

学生通过完成例题后面的“做一做”，反刍自己对基

础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通透，这是一个知识内化迁移

的过程，是将知识转化为个体经验的过程。对学生暴露出的

问题，先让学生发表想法，反思原因，老师再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以实现学生学会的目的。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是学习结果外在体现的过

程。学生会联想、调动、激活以往的经验，以融会贯通的方



6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8 期·2021 年 9月

式对学习内容进行组织，从而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换句话

说，学生以建构的方式学习结构中的知识，也通过建构将学

习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关联和结构进行再关联、再建构，从而

形成个性化的知识结构 [3]。

迁移与运用的过程是对教学效果实施检测的过程，是

品质课堂高质量教学效果的重要体现。

对比分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横向对比，是将当下所

学知识与过去所学的同类不同层次的知识进行对比，以厘清

各知识间的联系与区别，明晰知识本质。纵向对比是将同一

问题的多种方法或同一知识点的多角度理解进行比对，从而

实现方法和思维的优化（见图 1）。

例如，本课例中，约分时出现了两种方法：通过老师

设计的两个层次性问题，引导学生直观感知两种方法的解题

过程，一种是用分子分母的公因数约分两次得到最简分数；

另一种是用分子分母的最大公因数约分一次得到最简分数。

通过纵向具象对比，学生抽象概括出约分时的一般最佳方

法，从而实现思维和方法的优化，这也是实现品质课堂关于

人的高质量发展和教学效果高质量的重要途径。

课堂情景再现：同学们，回顾本节课所学知识与学习

过程，你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疑惑？你认为还有哪些需要

改进的？

学生 1说：“回顾本节课，我知道了约分就是利用分

数的基本性质，把分数的分子分母变小，但分数大小不变。”

学生 2说：“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知道了分子分母

只有公因数 1的分数就叫最简分数。”

学生 3说：“我在前两个同学总结的基础上提醒大家，

约分时，一般给分子分母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就能约分

成最简分数。”

学生 4说：“我的疑惑是学习约分到底有什么用？”

学生 5说：“我认为我们小组成员在讨论环节很积极，

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但是面向全班汇报展示的勇气方面需

要加强。”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反思质疑这一环节培养学生批判

的学习品质和意识。所有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都可以成为

学生反思的对象，学生对所学知识价值性的质疑和对学习过

程的批判，这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要

引导学生感受知识的力量，又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知

识（见图 2）。

拓展提升是课堂教学的必需环节，也是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的必备内容。如果每节课有 5分钟左右的时间用

来拓展提升，日积月累，学生的思维水平、思想方法、认知

结构都将会有较大的提升。

关注学生理性精神与价值观的形成，关注学生思维能

力的发展与提升，是对品质课堂关于人的高质量发展的最好

诠释。

总之，五环教学模式中的五个主要环节有机统一，任

何一个环节都在课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中，

五个环节会依据所学内容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但是五环

教学模式坚持人的高质量发展的课堂定位，追求教学效果的

高质量呈现的初心不变。五环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师生共同经历学习过程，享受过程的精彩与成长的幸福，在

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整合并改进，以更好地推进品质课堂

建设。

参考文献

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理论普及读本)[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吴应军.小学数学核心素养教学策略[J].知识窗(教师版

(10):108.

张虹.小学数学课堂上基于深度学习的有效提问策略[J].学苑教

育,2021(9):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