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都会存在
思维局限的情况，比如针对同一道
题目，有的学生想到了一种解法，但
有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另一种解法，
这就是思维的差异性。

不同的人，思维必定会存在局
限和差异，所以需要不断进行学习，
以此拓宽思维的宽度和广度。教师
之所以要求学生将学习感想说出
来，也是为了让其及时了解自身的
学习过程中思维存在的局限之处，
并给出相应指导意见，让学生不断
地补充和完善认知和经验，以此深
化学习的效果。

例如，学习“多边形的面积”这
个部分内容时，由于学生之前已经
学习过长方形、三角形等图形的面
积算法和公式，其对于图形面积这

个概念并不陌生。一般而言，这个章
节的多边形主要指的是有5条边以
上的图形，这些图形或规则或不规
则，面积算法也没有无固定的公式，
学生需要根据之前学习过的知识点
来计算多边形的面积。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求学生发散思维，回顾之
前学习过的各种图形面积算法，并
以此思考六边形面积该如何进行计
算。由此，有的学生想到将六边形对
角进行连线，把六边形划分为6个大
小相等的三角形，将6个三角形的面
积相加便得到了六边形的面积；有
的学生想到将六边形划分为两个梯
形，将两个梯形的面积相加便得到
了六边形的面积；还有的学生想到
将六边形划分为两个三角形和一个
长方形，将两个三角形与一个长方

形面积相加便得到了六边形的面
积。随后，教师让学生分别说说想到
了几种六边形面积的求法，有的学
生说一种，也有的学生说两种。教师
让学生思考一个问题：“在求六边形
面积的过程中，你是想到了一种解
法后就停止思考了吗？”学生的回答
不一，教师继续语重心长道：“数学
是一门比较严谨的学科，很多问题
的解法都需要严格依照相关的规律
或公式，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题目都
只有一种解法，我希望大家可以在
解题过程中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
考，说出自己的感想。”学生听到教
师的教导后，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
和感受，有的学生表示自己确实存
在偷懒行为，听到其他同学说出跟
自己不一样的解题思路时，内心也

会自责：这么简单的方法怎么没想
到呢。由此，学生通过相互分享学习
经验和感受，确实弥补了各自认知
经验的不足，学习和理解也更加透
彻。

总而言之，“说数学”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确实具有较大的必要性，
只有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将自己的疑问、观点以及想法等说
出来，教师才能了解其真实的学习
状况，从而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因
此，小学数学教师应当将“说数学”
理念运用于课堂教学中，说出问题、
解法、思维以及感想，加深师生、学
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的数学
能力在不断地“说”中得到提高。

四、说出感想，补充认知经验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2
2022年11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胡晓新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说出思维主要指的是教师在授
课时鼓励学生说出自身思维的具体
呈现方式，从而让他人了解其是如
何进行思考和思维转换的。

学生说出思维的过程，其实也
是进行思维认知的过程。因此，这就
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探因寻
果，并通过说出思维来了解认知的
具体过程。

如学习“平行四边形”相关内容
时，教师想要慢慢引导学生搭建一个

较为全面、系统的图形知识体系，需
要让学生尝试着去说出思维转换和
构建的过程，不断进行了解与认知。

首先，教师先从教材角度出发
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同学们，你们
还记得之前学习过哪些图形吗？”学
生回答：“长方形、正方形，现在学习
到了平行四边形。”教师追问：“这些
图形之间存在哪些关联？”学生跟着
教师的问题深入思考发现平行四边
形对边平行，但长方形与正方形的

对边也是平行的，由此，其认识到原
来无论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均可
由平行四边形拉伸转化而来。学生
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告知教师以后，
教师继续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回顾，
提出问题：“正方形是长方形的特殊
形式，还是长方形是正方形的特殊
形式？”学生经过分析后发现两者均
具有对边平行、四个角度数均相同
等相同点，但正方形的四条边相等，
而长方形只是对边相等、邻边不等，

从而得出结论：“正方形是长方形的
特殊形式。”。

由此可见，说出思维是一种非
常好的认知过程，学生在脑海中进
行思考的时候，可能难以确定思维
过程是否有依据和条理，但将思维
过程说出来以后，思维就会变得非
常清晰，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区别和
联系更是一目了然。久而久之，学生
自然会慢慢搭建出一个健全和完善
的思维知识体系。

三、说出思维，了解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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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虽然是一门注重逻辑思维能力的课程，但其实对学生的个性表达也有一定的要求。现

在，我国的小学教育比过去有了明显改观，对于数学教师而言，鼓励学生多进行思考和表达，把自己想

到的东西用嘴巴说出来，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通过学生“说数学”情况了解其存在的问

题，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使得学生得以实现深度学习，最大限度开发学生智力资源，发挥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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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为先，开展小学数学

一、说出问题，分析隐性信息

学生在学习任何课程时都会产
生问题，有问题才会有学习和进步。
因此，数学教师在授课时也应通过
提问等方式来引导学生说出问题，
并让其尝试着去分析题目中隐含的
各种隐性信息，在分析中获得思考
和知识，并使得问题迎刃而解。

例如，学习“平行四边形”相关
内容时，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分析
例题来了解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比
如提问：“同学们，我们之前学过长

方形具有哪些性质？”学生便会想起
长方形对边平行且等长，且四个内
角均为90°。此时，教师讲解：“根据
教材中的介绍，平行四边形具有对
边和对角相等、对边平行，邻边互补
等性质，所以相关的题目会要求根
据题意求证这个图形是否为平行四
边形，这是你们在做题的时候需要
注意的。”学生翻阅课后练习中果然
有求证一个图形是长方形还是平行
四边形的练习题。此时，教师继续对

学生进行提问：“长方形与平行四边
形具有诸多的相同点，如果要求证
一个图形是否为平行四边形，你觉
得会怎么出题？你又如何进行求证
呢？”学生想到了长方形与平行四边
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内角不同，长方
形的内角均为90°，但平行四边形
只是对角相等，由此学生得出结论：
在做题时要看清四边形内角度数，
只要四边形有一个角为90°，那这
道题目便是考长方形的知识点，如

果四边形只是对角相等，邻角并不
相等，则考察的大概率是平行四边
形的知识点。

由此可见，教师在授课的时候
多提一些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打开小学生的思路，让其了解出题
人会如何着手进行知识考察，并从
现有的题目中找出一些隐性的信
息。通过分析题目中隐含信息，学生
可以尽快找到解题的思路与方法，
并准确、快速完成解答。

二、说出解法，实现知识分享

说出问题与说出解题方法具有
承接性，因为先有问题才有解法，没
有问题在前，解法自然无从谈起。

因此，教师在进行问题教学的
时候，不仅要提出问题供学生进行
思考，还要让学生在思考以后大声
说出思考之后的结果，分享自己想
到解题方法或思路，让学生之间实
现知识和思维的相互分享，以达到
共同进步。

另外，部分学生在听取他人的
想法或思路之后，会不自觉进行深

入学习，并找到更多解题的方法，从
中可以看到，知识分享是具有较高
的互补性的，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补
充、互通有无。

例如，学习与“概率”相关的内
容时，学生需要学习怎样对某种事
件发生或不发生的概率进行计算，
也就是找出一些计算概率的方式方
法。

小学生头脑比较灵活、思维也
比较活跃，会想到许多有趣别致的
方式方法：有的学生想到了抛硬币；

有的学生想到了抽签；还有的学生
想到了抓阄……随后，教师提出了
一个问题：“把一枚硬币抛向天空，
有国徽一面向上的概率为多少？”学
生们议论纷纷，并相互进行讨论分
析，分享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
想法，还有几个学生合作进行硬币
抛掷实践，并记录下硬币抛掷结果。

经讨论分析后，学生得出了统
一结论：有国徽一面向上的概率为
1/2，因为硬币掉下后的结果无非就
两种，国徽向上或者是麦穗向上，所

以国徽一面向上的概率为一半。在
相互分享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很快
掌握了概率的概念和性质，并了解
自己在思考和解题过程中存在哪些
不足，以此自我进行反思和总结。比
如直接在课堂上进行抛硬币实践的
学生，其通过抛两三次硬币便确定国
徽一面向上的概率，这其实不够科学
和严谨，教师可以私下指出学生实践
存在的问题，但应当对学生勇于实践
的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以不断提高
其学习信心与表达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