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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小明:数学生成教学》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
我国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开拓创新，尤其需要一线教师坚守教育理想，提高
专业素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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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维果斯基就是基于社会文化观点提出一切文化的东西都是社会的，人的高级心理机制就是以社会
为模本的复制品，是内化了的社会关系。
智慧和人格不能从人的内部自发产生，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要是在人们的协作和交往中逐渐
生成。
最初是在人的外部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作为心理之间的机能，然后才能转到人的内部，
作为心理内部的机制。
所以合作交流等集体活动对儿童的智慧和人格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儿童智慧和人格发展的
极其重要的源泉。
另外智慧和人格的发展还取决于言语的使用，而言语的使用，又是在同他人交流合作和共同活动过程
中进行的。
总之，儿童就是通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在活动中与同伴、与成人交流合作，才使得内部的心理机制
得以形成。
　　在生成教学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合作交流，是一种师生、生生之间的精神敞开和彼此回应。
合作教学不是一种“拉平”，而是要调动出各方最大潜力生成一种新的东西。
合作交流是一种积极的相互依赖。
师生、生生都朝着共同的目标，不断协调自己的行为，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努力，共享学习资
源，共享探究成果。
每个参与者都拥有提出自己见解的权利和倾听别人见解的义务，因此每个参与者都要学会暂时搁置自
己的观点与判断，给对方同样的机会来反驳的心态。
合作交流能激活参与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并为个体知识的建构提供支持；合作交流能使参与者意识到
自己的思维过程，在交流过程中对自己思想内容的表述，有助于自身知识的重组。
交流过程中相同的、相近的、相异的观点能激发参与者的思维潜能，促进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质疑和
反诘、发现和再发现，这就提高了思维能力。
教师和学生各自都带着自己的认识，彼此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而相互启发、相互感染、相互配合，
共同完成教与学的意义建构。
学生把知识掌握程度传递给教师，教师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生生之间也进行知识的互通有无，
并进行情感沟通，形成认知、情感、态度的互相影响。
从数学问题的角度来说，每一个数学问题都有严格的、可表达的解题方法，有些数学问题还有多种不
同解法，很多问题对学生都具有挑战性，这就会激起学生交流讨论的欲望。
在交流过程中，既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又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既要评判别人的意见，又要让别人评判
自己的意见；既要暴露别人，也要暴露自己；既要怀疑别人，也要怀疑自己。
这需要认真倾听别人的解释，仔细思考别人的观点，诚恳地对自己进行反思；需要说服对方，又先要
理清自己的思路，严密自己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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