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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反思
“说反思”即问题回顾，通过思

维“反刍”活动，反思可能存在的问
题，从不同的角度迅速检验答案的
正确与否，如是否混淆了概念、是
否忽视了隐含条件、运算是否正确
等。同时要回顾整个解题过程，引
导学生反思自己的思维过程、方式
和方法，体验合作意识及过程中的
收获。帮助学生不断累积学习经验
并养成反思的习惯。

人教版五上P16例9“分段计
费”，在说反思环节首先可以回顾
是怎样解决这道题的；其次用填
写出租车价格表来验证答案是否
正确（见右表）；最后思考在解决
有关分段计费的问题，需要注意
哪些地方。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56页第
7题，学生这样反思：像这一类“应
该怎样买”的题目，我觉得就是怎
样划算怎样买，判断的标准：一种
是同样多的物品，钱用得越少越
划算；另一种是同样的钱，买的物
品越多越划算。这道题属于第二
种情况。另外，根据这道题里的优
惠，不足“5个”时，可以先补一个
按照“5个”来计算，然后就能比较
出哪种购买方式划算了。

因“说”展思，让“题”增值
——浅谈小学生数学说题的探索与实践

宁波市北仑区教研室 王哲燕

【摘要】传统的数学习题往往以教师分析讲解为主，学生表达和交流的机会较少，教师

往往注重学生结果的呈现，而忽视了学生的思维表现过程。但数学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数学素养。通过说题让学生的数学思维可视可听，外显逻辑、构建关联、内化知识，并

通过过程性评价策略，凸显主体、精准点评、激发情感，实现让“题”增值的同时切实提升学

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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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来不如讲出来，听得懂不
如说得通。”史宁中教授指出数学教
学活动应当秉承这样的基本理念之
一：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与
他人交流。

为什么要让学生说题呢？学生学
习数学，总要面对大量的例题、习
题、错题、变式题、拓展题等，大都是
被动、机械模仿，较少让学生陈述观
点。如何事半功倍，让“题”发挥增值

作用？让学生说题，把他们解题过程
中的思考用语言表达出来，不仅使
他们获得展示思维的机会，增强学
习数学的自我效能感，更深刻地理
解解题过程；而且在说题中把“思维

的障碍、短路的节点、所走的弯路”
也暴露出来，教师可以有的放矢进
行教学、引导。说题可以通过面向全
体学生的“说”，带动全体学生的

“学”，实现全体学生的“会”。

（一）说题的意义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说题”是

通过师生共同的活动，把外界的物
质世界转化为学生的精神世界，即
通过学生思维加工，转化为知识、能
力和方法等；从系统思想角度看，

“说题”主要揭示习题系统和教材系
统的内在联系；从解题角度看，“说
题”主要指解说题意、解题思路、方
法及其规律。

就数学学科来说，学生说题就是
解决数学问题时把审题、分析、解答
和回顾的思维过程按一定规律、一定
顺序说出来,要求学生暴露面对题目
的思维过程,即“说数学思维”。在说
题过程中暴露学生真实思维，教师可
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和解题的障
碍，从而精准把握学生认知起点。

（二）说题的类型
学生“说题”按活动时间，可分

为“即时说题”和“解后说题”。
“即时说题”，指事先没有准备，

拿到习题立即说题。在日常例题、习
题教学中常采用的方法，通过学生
在阐述题意及方法过程中，暴露问
题与缺陷，反映学生平时解题的真
实状况。“解后说题”，指学生在特定
时段做过该题，常用于习题评讲课。
这种说题重在反思，说得与失，适度
变式与拓展。也可以是书面形式。

学生“说题”按活动地点，可分为
“现场说题”和“视频说题”。“现场
说题”指在数学课堂现场进行，可
以是例题说题、练习说题、总结说
题、错题说题、题组说题、新方法说
题。“视频说题”主要是在家长辅助
下完成，可以是假日说题、线上课
说题、答疑说题、复习说题、预习说
题、小先生说题、优秀示范说题、比
赛说题等等。

著名的学习金字塔理论从源头说
明良好的逻辑思维会引导出准确、周
密的语言，反之语言又可以促进思维
的发展。习“说”之术是表层，悟“题”之
道、发展数学思维才是根本。波利亚在
多年解题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著名的“怎样解题”表，将解题过程分
为弄清问题、拟定计划、实现计划、问
题回顾四个阶段。根据其解题理论，结
合人教版教材编排实际，说题的实施
可以分三步走。

（一）说题意
“说题意”是建立在学生充分读题

的基础上，对文字、数和图形不同要素
传递的信息进行整合，使碎片化的信
息得以结构化，帮助学生理解文字所
表达的意思，数之间的数量关系，明的
线索和暗的线索，图形揭示的信息等。
说题意的关键是引导学生用圈圈、划
划、画画等方式找到关键要素。

如人教版五上 P16 例 9“分段计
费”，这道题采用图形和文字相结合的
方式，图形没有实际的解题价值，“说
题意”主要抓住文字和数，尤其是关注

“收费标准：3千米以内7元，超过3千
米每千米1.5元（不足 1 千米按 1 千米
计算）”的理解。学生要说明白“3千米
以内收费7元”，可以理解为3千米以
内，不管乘坐几千米都是7元，就是生
活中的起步价7元；“超过3千米每千
米1.5元（不足1千米按1千米计算）”，
超出3千米部分都是进一法，有几个1
千米就是几个1.5元。并且用画线段图
方式清晰地表示出题中的数量关系和
数据信息，实现数形结合。（如图1）

当然，说题意也可以是弄清问题、
拟定计划。比如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

56页第7题（如图2），学生可以这样说
题意：“我们先来读题，图片上显示的
信息是‘每个5元，购买5个及以上，每
个优惠1元。’问‘李老师本来准备买4
个皮球，你认为他应该怎样买？’对于
这道题，我想分成两种购买方式来考
虑，一种是按照原价购买，另一种是按
照优惠价格购买，然后比较一下，看哪
种方式对李老师来说更划算，就选哪
种方式购买。”

（二）说解法
“说解法”是“说题”最关键的一个

环节，需要学生调动知识储备和解题
经验，将自己的解题方法、解题思路等
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逻辑关系表述出
来。从中也可以发现学生思维发展水
平，通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
活动过程，展示出学生思维亮点或不
足。同时还可折射出学生数学语言表
达能力及数学学习的个性化特质等。

同样是人教版五上 P16 例 9“分
段计费”要求的问题是“6.3千米要付
多少钱”，从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结
合线段图，不同的学生说出了不同的
解法——方法 1是分段计费，3千米
内共 7元，超出 3千米的有几个 1千
米就是几个 1.5 元，两段费用之和就
是总费用，7＋1.5×4＝13（元）。方法
2是先假设后调整，先假设每千米都
是1.5 元，因为 3千米内 7元，少算了
7-1.5×3=2.5元，假设费用加上差价
就是总费用，1.5×7＝10.5（元），7－
1.5 × 3＝2.5（元），10.5 ＋ 2.5＝13
（元）。在“说解法”过程中，教师要基
于学生发散性思维发展，鼓励探究不
同的解题方法，在一题多解中拓展学
生思维广度。

伽利略曾说：“自然界的伟大的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说题”是开展数学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让教与学更明白。通过“说题”，教师能够把握学生思
维发展水平，并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引导，从学生最近发展区出发，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说题”，学生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凸显
了小学数学的过程性评价，在评价对象上体现多元化，在评价结果上发展元认知，将数学思维暴露于人前，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能力，展现了数学的魅力。

（本文系编号为02217的浙江省教研课题《过程性评价视域下的小学生数学说题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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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说题的认识，让“题”增值的抓手

二、说题的实施，听思维真实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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