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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和应用
进行深度数学学习

数学需要深度学习，这意
味着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和
应用。一直坚持小学数学一线
教学的王世彦总是带领着孩
子们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互
助”的方式感受数学学习的魅
力和灵动。

“五年级的学生学了不规
则物体体积测量后，提出想知
道如何测量一粒绿豆，一张
A4纸、一个乒乓球的体积，同
学们想到了很多办法：比如先
测出500张A4的体积就可以
求一张A4的体积，给乒乓球
绑一颗磁铁沉入水里，测出它
的体积，等等。”王世彦认为，
这些活动既好玩，又需要数学
的方法，学生们互帮互助，还
突破思维的舒适区，不断助推
数学的高阶思维的培养，实属
一举多得。

激发兴趣、保持兴趣，在
数学学习的进阶路上，更少不
了“志趣”的支持。嘉宾们建
议，家长和老师们更要注重培
养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意
志力，通过不断地克服困难，
不断地攻克难题，去赢得每一
次破题的快乐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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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培养孩子数学兴趣
靠天赋还是靠后天？
宁波名师说出真相

《师·说》由宁波市教育局、
宁波教育学院主办，宁波市中
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承办，面向宁波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及家长，
遴选宁波市名教师，通过关注
学生的日常学习习惯，以及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疑难困惑，
结合学科特点，为广大学生及
家长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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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说

虽然自古以来有诸多名

人大家为数学代言，但对现在

不少家长和孩子来说，数学并

不怎么美妙，只要一想到背公

式、记题型、海量刷题这三大

招，就望而却步。

在最新一期的《师·说》直

播间，宁波市名教师、镇海蛟

川双语小学党支部书记王世

彦，宁波市名教师、奉化龙津

实验学校校长任宁，宁波市优

秀教师、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

学校副校长孙惠惠三位嘉宾

共同围绕着“孩子数学兴趣的

培养，靠天赋还是靠后天”展

开讨论，并且针对小学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数学学习，给出了

趣味十足又实用有效的好方

法，以乐学的数学教学理念和

丰富的教学经验吸引到 14 余

万人次的观看量。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陈嫣然

低年段重好玩
高年段爱挑战

“说到兴趣，我想到一句话：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兴趣
的孩子会积极主动地去学，没兴趣的孩
子是被动无奈地去学，两者的效果会相
差很多。”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任宁
认为，培养数学兴趣，正是学生学好数学
的第一步。

从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任宁发现，学
生对数学的兴趣起源既有来自于天赋，
对数学“自来熟”，天生有兴趣；也有的来
自于后天，有的是因为喜欢数学老师的
课，进而喜欢上了数学；还有的仅仅因为
成功解开了一道数学题，就激发起了学
生对数学的挑战欲。也就是说，学生的兴
趣是波动的，也是可以培养的。

怎么培养？王世彦指出，得按学生的
年龄段“对症下药”，“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兴趣点有明显的区别。低段，孩子往往容
易被好玩的内容所吸引，所以在数学教学
中穿插一些有趣的故事、动画人物，绘本
或是游戏，他们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王世彦举了《西游记》中一个例子，
“二年级教学乘法口诀时，我们可以让孩
子课前去发现课本之外的乘法口诀，他
们会找到西游记故事里的很多关于乘法
口诀内容，比如，猪八戒说‘我会六六三
十六变’，孙悟空在八卦炉里住了七七四
十九天，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你们看，有了孙悟空、猪八戒的帮
助，口诀学习就变得有趣多了，记忆起来
也特别快。”

王世彦建议家长和老师们，不妨多
多挖掘孩子熟悉的故事、人物或事物中
的数学元素，让他们感觉原来数学就在
身边，这对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玩有趣是低年段学生爱上数学的
“法宝”，那么对高年段的学生来说，颇具
挑战性的任务或者新奇的内容更能激发
他们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任宁推荐，可以让学生多玩玩数独，
虽然看上去形式枯燥，但学生们非常愿
意不断地花时间去挑战一个个难题，去
尝试一种种新的方法，在动脑筋的过程
中，不断挑战自我，充分调动起了积极
性，既培养出了兴趣，也能很好地促进逻
辑思维能力的提升。

放弃灌输式教学
培养数学高阶思维

“1加3等于几啊？2加2
等于几啊？”看着孩子一脸茫
然，家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回事？教了这么多遍还
是记不住？”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
相似？不少家长对孩子进行数
学启蒙时，过于注重结果认
知，而轻视了过程认知，使得
孩子是用记忆的方式来学习
知识，而非运用思维来学习，
也就是俗称的死记硬背。久而
久之，孩子不仅感受不到数学
的乐趣，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
挫败感。

“学习数学的真正乐趣，
应该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
数学思考带来的快乐。”嘉宾
们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
更高阶的名词——智趣。

王世彦说，“智趣”需要在
数学的深度学习中培养。在课
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展开知
识的发生过程，让学生发现其
中的规律与联系，在学习的过
程中体会数学学习的真谛。

“比如，学习圆的认识，其
中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
让学生知道‘同一个圆的半径
都相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
般情况下，老师会先让学生画
一画或是折一折，然后用量一
量、比一比的方式，从而发现
都是一样长的，“但是我觉得
这样只停留于操作性的记忆
水平，而且还会因为测量误
差，个别学生可能会发出‘有
点不一样长’的疑问。”在任老
师的课堂上，他会引导学生观
察圆规画圆的过程，发现圆规
两脚间的距离就是半径，而在
画圆的过程中，圆规两脚间的
距离是没变的，所以半径也肯
定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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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形能激发孩子创作兴趣，为学习立体图形做好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