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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谁抓住了课堂，谁就抓住了教学工作的关键。
传统的课堂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
学而轻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过于强调接受学习而忽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探究性学习。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课堂
开始活泼了，教学形式丰富多彩了，教学手段逐步现代化了。
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在某些地方、某些学校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
课堂教学过于重视教学形式而轻视教学本质，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现在的“满堂问”，由过去的
一支粉笔、一本书变成现在对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滥用，由过去的以教师为中心到现在出现忽视教师作
用的现象。
通过对当前课堂教学现状的分析和对传统教学观的反思与批判，我们认为，目前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诸要素配置不合理、关系不和谐，要
么缺少或者弱化了某些方面的因素，要么某些方面超越了现实需要而做得过分了；二是教学要素之间
缺少有思维含量的交流和对话，学生没有形成积极的思维品质。
在学习和借鉴斯滕伯格思维教学理论、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叶澜教授“新基础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理论，总结近几年来各市、县、区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建设
“和谐高效思维对话”型课堂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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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谁抓住了课堂，谁就抓住了教学工作的关键。
传统的课堂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
学而轻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过于强调接受学习而忽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探究性学习。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课堂
开始活泼了，教学形式丰富多彩了，教学手段逐步现代化了。
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在某些地方、某些学校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
课堂教学过于重视教学形式而轻视教学本质，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现在的“满堂问”，由过去的
一支粉笔、一本书变成现在对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滥用，由过去的以教师为中心到现在出现忽视教师作
用的现象。
通过对当前课堂教学现状的分析和对传统教学观的反思与批判，我们认为，目前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诸要素配置不合理、关系不和谐，要
么缺少或者弱化了某些方面的因素，要么某些方面超越了现实需要而做得过分了；二是教学要素之间
缺少有思维含量的交流和对话，学生没有形成积极的思维品质。
在学习和借鉴斯滕伯格思维教学理论、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叶澜教授“新基础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理论，总结近几年来各市、县、区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建设
“和谐高效思维对话”型课堂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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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的原则与策略第一节 《数学课程标准》的特点及教学目标分析第二节 小学
数学设计的原则与策略第二章 各领域内容的教学分析及课堂教学设计研究第一节 数与代数第二节 空
间与图形第三节 统计与概率第四节 实践与综合应用第五节 整理与复习第三章 反思型教学案例对课堂
建设的影响与研究第一节 教学案例的有关概念第二节 教学案例的撰写第三节 反思型教学案例第四章 
烟台市小学数学课改的历程及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形成第一节 以“创新学习”和“素质教育”为核心
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第二节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价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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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注学生可能的潜在的错误直觉，让学生充分积累对不确定性的直观感受，把工夫下在了学生随
机观念的建立上，把住了可能性教学的脉。
要用一个正确的概念来代替一个错误，用第二直觉来代替第一直觉，用一个数学模型来代替直观评判
是非常困难的，信念和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
李俊等学者的研究都显示，学生在正式开始学概率之前就已经形成一些错误概念了，在学概率期间还
有可能产生新的错误概念，学习结束之后可能还存在某些错误概念，即便教学是基于对错误概念了解
之上，某些错误概念还是顽固得难以消除。
概率说理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它有时会与因果的、逻辑的、确定性的思维形成冲突，如果仅用口
头说教的方式是难以改变学生直觉的。
因此，教师就该创造情境，鼓励学生用真实的数据、活动以及直观的模拟实验去检查、修正或改正自
己对概率的认识。
实验不仅要做，而且要多次做。
　　（三）在实验过程中探究　　不管是教学统计，还是教学概率，往往需要做实验来验证。
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充当了“操作工”，学生的活动只是在按教师的要求进行，只
是在执行教师的一个个指令，而不是一种真正自觉的行为。
这样的实验缺乏主动性、探究性，思维含量不高。
　　如“可能性的大小”这部分内容，有的教师在教学时，先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了共识：用摸球
的方法进行判断，哪种颜色的球被摸出的次数多，说明这种颜色的球的个数可能就多。
此时的动手实验目的明确，自然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并通过动手实践探索问题的答案，
最后打开盒子进行了验证。
学生不仅感知了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大小，而且在探索活动中学到了科学探究的方法，发展了合情推
理的能力。
针对学生常常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事情的发生与否，以为“不太可能就是不可能，很有
可能就是必然”，将可能发生与必然发生混淆起来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误，教师在学生已经获得结果的
情况下，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把这几个球放回去，再摸一次，会摸到什么球？
”“会不会一定是白球？
”以此来促使学生深入理解事情发生的确定性与随机性。
可见，教师设置认知冲突、预留思维空间，更多的是引导学生自主进行思维活动，很好地体现了“数
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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