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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课堂教学中一个好
的情境创设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参与动机，突出教
学重点、化解教学难点。然
而，在一些数学公开课中我们
发现，某些老师煞费苦心创设
的情境，却忽视了情境创设的
目的性、实效性。

误区一：创设的数学情境与
课程的内容没有明确的联系

一位教师在《0的认识和有
关0的加减法》的教学中是这样
创设情景的：一天，小猴下山去
玩。天黑了，小猴感到肚子有点
饿了，就回到家里。可猴妈妈不
在，只留下一张纸条给小猴，“冰
箱 里 有 吃 的 ，你 自 己 拿 来 吃
吧”。“小朋友，请你猜一猜，冰箱
里有什么？”（笔者注：这种猜一
猜有思考价值吗？）接着老师告
诉学生冰箱里放的是 3 个桃
子。然后出示小猴的图片，提
问：“小猴看到这些桃子，表情是
怎样的？”学生乱说一通。教师
继续问：“小猴吃了一个桃子，冰

箱里还剩几个桃子？这时候小
猴的表情又是怎样的？”（笔者
注：小猴的表情比0的教学更重
要吗？）就这样，一直讲到0的出
现，已经用去了宝贵的15分钟，
而多数小朋友还沉浸在想象小
猴的表情当中……

这位老师原本是想通过学
生感兴趣的情境引出“0”,可浪
费了很多时间仍未能突出教学
目标，学生无法感受到教师的创
境意图，导致课堂学习时间和学
生的思维过多地纠缠于无意义
的东西。

误区二：课堂教学设计上过
分追求形式化的情境

一些数学教师没有理解情
境创设的思想内涵，情境没有完
整的情节，把情境简单化地理解
为“形象+习题”。如某教师在
一节公开课教学中，一上课就绘
声绘色地说：“小朋友们，今天喜
羊羊要和我们一起学习，你们喜
欢吗？”学生的兴趣一下子提了
起来，可后来却令人感到乏味：

首先是喜羊羊头像+复习题，其
次是喜羊羊头像+例题，再次是
喜羊羊头像+巩固练习，最后还
是喜羊羊头像+总结。课堂上
简单地附着个喜羊羊的头像，就
能叫情境吗？这种所谓的“情
境”又有什么价值？

教师原本想通过喜羊羊的
出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
维，但这种脱离了生活的形式
化情境，学生只会产生厌恶情
绪，根本提高不了教学中的

“磁场效应”。
误区三：情景的创设只注重

情趣却不符合生活实际
有位教师在教学“几和第

几”时，创设了一个动物跑步
竞赛的动画情景，结果是小鸡
第一，小鸭第二，小猫第三，
小狗第四。许多同学当即表示
不同意，认为小狗跑得最快，
应该小狗第一。

上述情景虽然都是假设的，
但“虚拟”不等于“虚假”，我们的
学生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杜撰

式”的虚假情境。如果这位教
师在设计时能考虑一下小动物
跑步的速度，我想那样效果会
好得多。

以上分析可见，这些形似而
神离的“情境设计”，实际上是对
新课程理念的理解有偏差的表
现，那么面对上述误区我们该如
何应对呢？

对策一：针对重、难点内容
创设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是为教学服务的，
创设教学情境既要根据学生原
有的知识水平和心理发展水平，
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重点、难
点，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探究内
容最贴切的情境，让学生及时发
现情境中的数学问题，并很快投
入到对教学问题的探究中。

对策二：注重思考性创设教
学情境

情境创设不应停留表面的
形式中，我们教学时,要根据教
学内容,提出贴近学生思维“最
近发展区”的问题,激发学生的

兴趣。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引
发学生对数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提高学生进行数学学习活动的
思维含量。解决问题的过程应
是一个积极思考的过程，这就要
求教师所创设的问题情境必须
具有思考性，为学生提供一定的
思考空间，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和创造性得到一定的发挥。

对策三：联系生活实际创设
教学情境

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又
充满数学。因此，教师要善于从
学生熟悉的实际生活中创设教
学情境，让数学走进生活，激发
学习数学的兴趣。要将知识传
授与实际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巧
妙地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放飞学生
的思维，要让学生把自己平时好
玩、好看、好吃的东西通过动手
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体验，
参与到探索知识的形成过程中
去。（峄城区峨山镇流井小学
周凤莲）

小学数学教学情境创设的误区及对策

“七擒孟获”的故事，大家可能并不
陌生。为了兴复汉室，北上伐魏扫除一
切后患，诸葛亮面对南蛮孟获这块“硬骨
头”， 没有一味地使用强硬的手段来硬
碰硬，而是宽容大度，以柔软之心七擒七
纵，终于彻底收服了孟获。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说的是做事
不能过了头，要留有余地，给人面子。否
则 即 使 能 制 服 其 人 ，也 未 必 能 收 服 其
心。不给别人面子往往自己更没面子。
班主任在批评犯错学生时，要讲究艺术，
学 会 先 给 学 生 留 足 面 子 ，用 软 绳 捆 硬
柴。因为保护学生的尊严才是施教成功
的关键。为此，班主任要时刻以诸葛亮
为师，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私下批评，先留面子。当你发现学
生有问题时，不要当众批评、挖苦、讽
刺、或不厌其烦地数落，甚至是动不动
就要叫家长，连家长一起批评。而是要
冷静地对待犯错误的学生，运用冷处理
的方法，课下叫到办公室，私下交流，留
足面子，学生不好意思不承认错误，并加
以改正。

表扬在前，顺耳入心。在批评学生
之前先将学生的优点或良好的行为表现
称赞一番，然后再指出学生所犯错误或
不足之处，以降低孩子对“苦味”的感受
能力，再把“药”给孩子吃下去，这样有利
于创造一种友好、和谐的心理环境，解除
学生对老师的批评随时准备辩解以维护
自尊的防御心理。“三明治”式的批评教
育方式、陶行知 “甜蜜”的批评，都是先
用学生的优点把他保护起来，再委婉地
指出其不足，因为要让你的批评发挥效力，不仅要让学生明
白其错误所在，还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方式。班主任的赞美
是阳光、空气和水，是孩子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养料。智慧班
主任总会将“逆耳之言”变为“顺耳忠言”。

就事论事，保护自尊。一些教师总是把学生过去的错误
不时地翻出来，并且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以为这样才
能使学生改正错误，甚至把学生制服。事实上，喋喋不休、翻
旧账，只会适得其反，使学生对改进错误失去信心。一件事
情做错了就批评这件事情做错了，不要涉及其它。批评学生
时要客观地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三言两语，点到
为止。学生认识到了错误，并且愿意改正，我们的目的就达
到了。其实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保护学生做
人的面子！

指明方向，健康成长。批评学生的目的不是看他犯了什
么过错，而是要纠正错误。因此，重点不应该放在错误上，而
应该放在努力改正错误的手段和方法上，以避免以后重犯类
似的错误。如果把班主任比作牧羊人，那么学生就是羊群。
站在羊群的后面牧羊人，对于落后的羊群，永远是使用一种
低效的驱使的权利。很多时候，教育不是强加，不是灌输，不
是暴风骤雨，而是一种影响熏陶，一种示范引领。指明方向，
给学生一些阳光，他会还你一片灿烂。有时“甜甜”的批评更
显情感关怀与真情善意，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健康成长。

“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其实，教育
不一定非得疾言厉色，它可以是和风细雨，甚至是甜甜的，就
像加了糖的咖啡。因此，班主任只要用一颗柔软的心去接纳
和包容学生，再难缠的主儿也会被感动、被融化、被改变。因
为“软绳子”才能捆得住“硬柴禾”。

(薛城奚仲中学 仇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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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世界沟通的语言，诚信是
人类的无形资产。诚信教育对孩子的
人生是一种道德的投资。我们在日常
教育中注重诚信教育 ，把“诚实”、

“正直”的精神贯穿到学生生活的细
节中去，利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

“诚信考试”教育 。
第一、举行“诚信考试”主题班

会。学校在期末复习前倡导以“诚信”
为主题的班风、学风、考风“三风整
顿”主题班会活动。如：有的班级针对
在同学中间有抄袭作业的恶习，就进
行了以“诚信”为主题的“关于抄作业
危害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同学们认
识到：抄作业有很大的害处，既伤害
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
而且学习成绩愈来愈差；又伤害同
学，当老师误认为你抄来的作业很好
而表扬你的时候，你就是在班级里造
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的氛围，败坏了
班级的学风。所以，很多学生认为：

“抄还不如不做”，“即使学习差，但做
人一定不能差”，从而大大提高了学
生的“诚信”意识。

第二、利用黑板报、墙报等形式
进行以“诚信”主题的考风考纪教育。
考风考纪是建设优良学风的重要部
分，是构建诚信、和谐校园的关键环
节，是学生素质修养的集中体现。为
此，各班利用班级黑板报、墙报等突
出宣传“诚信做人、诚信做事、诚信学
习、诚信考试”的教育。

第三、在“诚信考试”承诺书上签
字。很多班级举行了庄重又严肃的

“诚信考试”承诺书签字仪式，由班长
起草的、全班同学签好姓名的“诚信
考试”承诺书，张贴在教室前方醒目
的位置，这就时刻给学生警示，提醒
学生诚信在我心中，从自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

第四、利用广播、升旗仪式、电子
屏幕等举行“诚信”教育。教育全校学
生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现
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学习上有付出才
有收获，有勤奋才有成果。考试作弊
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不能弥补自己学
习上的漏洞，相反会让自己失去诚实
的宝贵品质。

第五、建立诚信教育的系统格局。诚信教育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靠家庭、学校、单位和社会诸方面密切
配合。单一性的诚信教育虽然也可以见效，但离开其他
环节的有效配合，其效果往往不能持久。诚信教育要同
时辅之以诚信管理。特别是要建立相应的诚信制度、诚
信机制和诚信措施。

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千万别让我们的孩子“假”在起跑线上。教育的
本质，本应该包含品格教育和能力教育两大部分。不要
忽视品格，过度偏重能力，不学做人，只学做事。要知道
做人的教育，生活的教育才是孩子教育的根本。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金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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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堂教学运用电教媒
体为培养学生想象思维能力，
激发兴趣，增大教学密度，发
展学生个性，提供了崭新天
地。电教媒体辅助音乐教学，
不但能为学生表现音乐创设一
种良好的氛围，而且还能大大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对学生掌
握音乐知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
用。

一、巧妙创设童话情境，
激发学生审美兴趣

儿童音乐是情感性艺术，
学生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往
往需借助“情”，设计具体、
生动、形象的童话情境，可以
进一步激发学生审美情趣，使
他们在轻松愉悦中获得知识。
在学习歌曲 《粉刷匠》 一课
时，我用多媒体技术，设置了

“音乐娃娃”的家，每天都能

传出奇妙动听的声音这样一
个 学 生 喜 闻 乐 见 的 童 话 情
境，让学生倾听声音，在节
奏 方 面 做 出 反 应 （ 读 或
拍），激发了学生的审美情
趣。歌曲描绘了粉刷匠愉快
劳动的生动情景，我用多媒
体将这一情景再现出来，使
学生身临其境在感受劳动的
快乐以及与之相应的节奏，
引导学生在担当角色的活动
中成为学习的主体，为理解歌
曲，掌握技能奠定了基础。在
课本中通话情境的创设，以情
感为纽带，引导学生入情、动
情、移情，在情感的陶冶中，
体会节奏，使儿童的音乐素养
得到全面的提高。

二、变抽象为形象，化静
态为动态

文字和音符对低年级的小

朋友来说，是非常抽象的，若
能用形象生动的图画 （或动
画）来表达文字和音符，以形
象代替抽象，变静态为动态，
就更易于小朋友们感知，更符
合小孩子的认知特点。

《闪烁的小星》是一首一
年级的歌曲，刚入学不久的小
朋友凭他们的理解能力要一字
一句唱好这首歌并非一件容易
的事，为了使学生充分理解并
唱好歌曲，我运用多媒体把整
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都设计成
一幅幅动画，“闪烁的小星、
满天的繁星、眨眼的星斗、西
沉的太阳、飞动的乌鸦……”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理解
了歌词。为了使学生对歌曲旋
律有个直观的了解，我把五线
谱上的所有音符都设计成了一
颗颗可以跳动的小星星，星星

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同时
告诉小朋友大星星要唱的长一
些，小星星要唱的短一些，离
我们远的星星要唱的高一些，
离我们近的要唱的低一些，使
学生对音的高低、长短有了一
个初步的认识。

三、讲故事，赏画面，聆
听音乐，走入情境

在教唱《小雨沙沙》这首
歌时，根据课本插图，我制作
了一幅幻灯片 （在教学过程
中，引导学生看图片），向学
生再现了一幅大自然春天的美
景，学生仿佛看到了天上下着
蒙蒙细雨，绿柳条在空中飘
舞，种子竟破土而出的一派春
意盎然的景象。通过联想，学
生很快感受到歌词的内容。这
样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
喻，一上课就把学生的注意力

集中起来，既培养了学生的想
象力，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
望。

四、设计游戏、活动，在
玩中学，在动中练

针对小学生活泼、喜动的
特点，让学生在“玩中学，学
中玩”，寓教于乐，会使音乐
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运
用电教媒体的形象性、直观
性、交互性等优点，可以一
改往常音乐课上单一音乐教
学模式，在音乐和学生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使学生如见
其 人 ， 如 闻 其 声 ， 如 观 其
景，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活跃他们的思维，唤起
他们的学习热情。

( 滕 州 市 洪 绪 镇 中 心 小
学 郑冬梅)

整合教育资源 让音乐滋润学生心灵

为了更好地增强教
师体质，丰富校园生活，
促进感情交流，近日，峄
城实验小学举行了教师
趣味运动会，全体教师
和同学们一起参与运
动，成为学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陈夫宝 秦庆珍）

教学设计是辛苦的，当然也
是快乐的！教学设计需查阅相
关的理论书籍或成功教案，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宝贵经
验或化解自己心中的疑惑，从而
逐渐内化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再
实践到自己的课堂，通过反思和
积淀，增强了可持续教学的能
力，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能
力。在教学设计的教学实践过
程中，笔者深刻感受到教学设计
关键在于三读懂，即读懂教材、
读懂课堂、读懂学生。

一、读懂教材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

观念；尺度把握人生。”教学设计
也是如此！读懂教材，从整体把
握编写者的意图，这是教案编写
的前提。

首先，要认真研读新课标，
了解每个知识点在课标中的地
位作用，把握每个知识在不同学
段的不同要求。如：三（上）《小
数的初步认识》，教学小数时，就
要结合元、角、分等生活情境出
现，不能出现单纯的计算小数加
减法的题目，而四年级小数的认
识，可以逐步脱离实际情境，教

学小数的组成，可以进行小数的
加减法计算等。通过读懂教材，
在明确教学目标后，再根据教学
目标，有针对性地从多维合一的
角度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

其次，要认真研读每一个信
息窗中的情境图，领悟其中所体
现的编写意图。在设计初案之
前，先认真去研读教材中的情境
图，体会信息窗中“情境图”的设
计意图，思考如何导入才能最大
限度激发学生学习新知的兴趣，
体现数学味，建立与本课的联
系，适度省时；读懂“合作探究”
中红点、绿点体现的知识技能、
数学思考、问题解决目标是什
么。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对照
研读《数学教师教学用书》，思考
如何引入新课、设计什么样的活
动教学重点难点、分几个层次教
学以及习题的分析，结合用书中
的教学建议，领悟教材所体现的
教学思想。

最后，要拓展研读相关教学
案例，不断修正教案。形成自己
原始备课后，我再查阅相关的数
学杂志，寻找相关的教学内容，
由于同一课时的教学设计使用
教材版本不同，对教学内容的设
计有不同的侧重点，班级学生的
实际情况也不同，所以在阅读
时，对照自己的原案，不断去质
疑，重要体会其中的思想与对知
识本质的理解，在把文中的思想
吃透后，从中可以获得很多灵
感，再结合自己对教材的理解，
再次修改撰写的教案。

二、读懂课堂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有备而来，有备无患”，“只有课
前的精心预设，才有可能在课堂
上实现精彩的生成”。

在课堂教学中，教学过程要
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活动，新授课
的教案编写的总思路：问题情境
——建立模型——拓展应用，具

体五个步骤为：1.创设情境，提
出问题;2.自主学习，小组探究;3.
汇报交流，评价质疑;4.抽象概
括，总结提升;5.巩固应用，拓展
提高。我们的教学过程就要围
绕着这五个环节设计。

教与学的过程中，语言交
流最重要。每一个教学环节，
教师应当在教案中突出对语言
的锤炼，以及对学生可能出现
不同情况的预设，把在课堂上
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设计好。
不仅教师的提问要精练，要预
设有价值的问题，面对教师的
提问，学生会如何回答，学生
会如何想，这都需要提前预
设，并且把学生可能出现的回
答以及教师如何应对的情况一
一罗列出来。

三、读懂学生
最好的教学设计是基于学

生，从学生实际出发的教学设
计。在课堂教学之前的教学设

计中，教师应当把学生原有的知
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
导他们在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
上生长新的知识经验。在做好
充分的课前准备后，我们应当严
格按照教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到课堂上实施。在教学过程中，
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按照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把课本
知识转化为学生能够亲自参加
的活生生的数学活动，让学生
获得对有关知识的体验。课堂
上重点关注学生的表现，以验
证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是否符合
学生的认知水平。要及时收集
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原
始资料，课下及时与学生们交
流，从中找到了现实与设计中
的差距，以使以后的教案设计更
加符合学生实际，力争做到读懂
学生。

“读懂教材、读懂课堂、读懂
学生。”关注每一节课的细节，不
断反思，才能在改革中前进，在
前进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在
发展中创新，才利于我们的教学
设计日趋完美。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张珍)

教学设计“三读懂”

课堂经纬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举行教师趣味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