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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校园里
校训石的质量？”任宁在数学课上
提出这个问题后，同学们脑洞大
开，教室里沸腾了起来。

有同学说，拿一把很大的秤直
接称，马上被否定了：哪里去找这
么大的秤啊？

“可不可以敲碎了，一块一块
称重呢？”这个提议也很快被否决，

“把大石头敲碎从理论上来说是可
以，但现实是不允许的，那根本就
是破坏啊！”

还有同学想到了“曹冲称象”，
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大石头
要运到船上，需要卡车和船，而且
船的大小也很讲究。如果船太大，
石头放到船上，船的下沉并不明
显，如果船太小又装不下，可怎么
办？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百思不
得其解，一脸困惑。

任宁适时引导大家：“如果不
能直接称或估计出大石头的质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是不是可以先估计这块大石头的
什么呢？”

这一问，又打开了学生的思
路。“体积！”好多学生不约而同说
道。

“如果知道了它的体积，要怎
么算出它的质量呢？”

“最好要知道每立方厘米石头
有多重，再和体积相乘就行了。”有
学生提议，大家豁然开朗。

那么，校训石有多重的问题就
迎刃而解了：先找一块差不多材质
的小石头，测出小石头的质量和体
积，就能知道每立方厘米有多少千
克。再乘以校训石的体积，就可以
算出质量。或者求出大石头的体积
是小石头的几倍，那么大石头的质
量也是小石头的几倍，也可以求
解。

这种化大为小的办法，不就是
思维能力的训练吗？同学们在老师
引导下，想到一连串解题思路，老
师连连点赞，学生们探究的积极性
也更高了。

校训石多少千克？人的头发有多少根？一棵树有多少片叶子？

这样的数学课 考知识更考生活
“校训石有多少千克？”“头发有多少根？”“一棵树有多少

片叶子？”……

和写写算算的刷题相比，这样的数学课是不是更好玩？奉

化龙津实验学校数学教师任宁带着学生走出课堂，观察现实

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让数学融入生活。

“有人说，出了校门就把数学还给了老师。其实数学是思

维的体操，我们的数学应该跳出刻板化、流程化的框框，与生

活相结合，让孩子学会运用数学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思

维思考现实世界，这是一种思维能力的体现，也是培养孩子数

学核心素养的终极目标。”任宁把数学与生活相结合，开展“数

学步道”实践活动。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数学教师
任宁。 受访者供图

校训石多重？这道数学题有多种解题思路。受访者供图

让数学变得好玩，这是任宁的
教学追求。

“尤其在‘双减’背景下，常规作
业减少，不提倡大量重复刷题。如何
培养孩子们的数学思维能力，这种
实践性探究作业是个很好的尝试。”
任宁说，现实生活中用到数学公式
的地方不多，求质量求体积似乎只
存在作业和考试中，“但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棘手和复杂的问题，如
何找到突破路径，其实是思维能力
的体现，数学就是让你获得一种理
性、客观和多角度的思维能力。”任
宁表示，低段学生可以去用多种方
法测量“学校的大门有多宽”“家到
学校有多远”，中段学生可以“估计
校园一周有多长”“估测校园的面积
有多大”，高段孩子可以“测量旗杆
高度”“统计校门口车辆拥堵情况”
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
学习方式，拓展学生的学习边界，提
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称校训石的质量”这种身边
的数学探究问题，对小学生来说很
有意思，也颇具挑战性。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从下手，
但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对于小学生
来说是种很好的训练与学习。”任
宁是宁波市名教师、浙派名师培养
对象，长期致力于数学实践活动的
研究。

他认为，当前中小学教学中最
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实践学习的
普遍缺失，以及对教学过程的刻板
化、流程化、技艺化的设定和规框。
成人往往将儿童束缚在文本世界
里，割裂了与生活的联系。如何突
破？任宁开展了“数学步道”实践活
动。

数学步道，是通过充分挖掘、
开发教材中和身边的已有资源，经
过合理的加工和改编，让学生在真
实场景中开展的有挑战、有意义、
有趣味的数学综合实践活动。

家到学校有多远？人的头发有
几根？校门口家长骑电瓶车戴头盔

的情况怎样……现实场景中的问
题，蕴含着数学思维。任宁通过“数
学步道”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到
数学的广泛应用性，也让家长“卷”
入到数学学习中，丰富了数学的社
会价值，凸显了学习的实践运用属
性。

那么，回到这些问题，你知道
怎么求解吗？

“测算距离，当然不可能拿着
卷尺量一量，距离较近的小朋友可
以查步数，测步距求解，远一点的
小朋友坐电瓶车，通过速度和时间
求解。”

“讲到头发这个问题，孩子们
太有想象力了，有个小男生在纸上
挖了一平方厘米的小孔，放在头
上，数数一平方厘米的头发数量，
再用尼龙布包裹着头发，用水彩笔
画出发际线，求面积，估算发量
……”

因为数学课太有趣，很多同学
把问题带回家考考父母，“打败父
母的成就感，让孩子们的学习充满
动力。”任宁说。

校训石多少千克？问题一出课堂沸腾了
同学们脑洞大开：“曹冲称象”“敲碎了称重”

头发多少根？叶子有几片？
难倒家长的问题，让学生对数学充满兴趣

长期研究“数学步道”
双减下的数学实践作业
可以很“好玩”

陈省身老先生曾为
青少年题词——“数学
好玩”。怎样的数学才能
让孩子觉得好玩？怎样
的数学学习能突破“分
数至上”，用知识育人？

任宁老师和团队发
现了一条有意思的解决
途径：开展“数学步道”
实践活动。

任宁是从探究性作
业研究团队走出来的数
学名师。在研究探究性
作业过程中，他进一步
窥见了实践性数学探究
作业的价值，于是抓住
这一个点，逐年挖深做
强，梳理教材内容、整合
校园场景、开拓社会资
源，对活动内容、活动形
式、活动时机等各个要
素进行改良和提升，搭
建起数学实践活动的框
架，实践了大量生动有
趣的案例，影响了越来
越多的师生，最终形成
了独特的“数学步道”教
学序列和作业序列。

我们在“数学步道”
中看到了其教学价值：
我们的学生充满兴趣，
他们发现数学知识能解
决很多生活中的问题，
也在玩中学会并运用了
数学思维。真实的场景，
让 学 生 在 场 景 中 与 书
本、与生活连接起来，促
使学习真实发生，生成
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学
习生态。

通过“数学步道”
生成更有意义的
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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