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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课程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杨玲惠

(西昌市教育科研培训 中心
,

四川 西昌 6巧0 0 0

【摘 要】自新课程改革来
,

数学教学走向了自主学习
、

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
,

数学教师也面临着诸多的

困惑
〔 )

这要求数学教师正确认识 接受式学 习
,

教学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的传授
,

而要正确把握过程性认知 目

标
,

关注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和培养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

数学教育改革有着自身的规律
,

它应该随时代的

发展步伐不断进行调整
,

协调处理好继承
、

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

【关健词】课程改革 ; 继承性 ; 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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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正在改变着我们教师习以为常的教学

方式
,

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思想理念
。

在数学课程改

革的实践中
,

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学行为
,

要探索

学习方式
、

过程性认知目标
、

继承与创新等方面的问

题
,

从而真正转变观念
,

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
,

以适

应课改要求
。

1 接受式学习解读

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本次课程改革的

显著特征
。

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

建

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

式就成为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

所以
,

学生是主动

探究学习还是接受式学习是当前的热点问题
。

人们

往往把接受式学习跟死记硬背划等号
,

把探究式学

习和启发式学习划等号
,

其实
,

这两组概念是不能简

单地等同起来的
,

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

著名教育家奥苏伯尔就提出应该把接受学习分

为机械接受学习和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两种
。

机械接

受学习是指学习的内容往往 以定论的形式
,

运用讲

授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

不要求独立发现
。

如倒数
、

质

数
、

合数以及计算单位的名称
、

进率等
。

有意义的接

受学习指的是学习材料有逻辑意义
,

学生认知结构

中有同化新概念的知识
,

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找出

异同
,

获得新的意义
。

所以
,

我们应该对学习方式作全面的理解
。

即

是说
:

— 从现有我们学校教师
、

学生的认识模式上

着眼
,

接受式学习仍然是中小学数学教学的主要方

式
,

是中小学学生学习数学的具体形式之一
,

千百年

来形成的认知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变革得了

的
。

— 从学习心理状态上分析
,

接受式学习并不

一定就是被动的
,

学习方式的被动或主动
,

关键并不

在于它是
“

接受的
”

或
“

发现的
” ,

而是在于教学活动

中学生主体的数学思维参与程度
。

— 从理解和掌握的目标看
,

接受式学习的时

间— 效价关系是应当肯定的
。

特定类型的知识和

技能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的教与学的方式更能取得

好的教育效果
。

尤其对一些知识理解层次的数学内

容
,

通过教师深人浅出的讲解
,

把新知识与学生原有

知识建立联系
,

从而使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

有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
,

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

要

求学习方式要改变
,

就是要转变单一
、

被动的接受式

学习为自主学习
、

合作学习
、

探究学习
,

把学习活动

中的发现
、

探究等认知因家凸现出来
,

使学习更多地

成为学生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过程
。

同

时
,

也要改变接受式学习中置学生于被动状态
、

过于

强调授— 受关系
、

过多的死记硬背
、

机械练习等弊

端
,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
、

乐于探究
、

勤于动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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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

实现上述两个方面
,

就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

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
,

这是必要的
、

不可或缺的
。

2 过程性认知 目标的把握

传统数学教学的着眼点在于对知识的传授和解

题能力的训练
,

重视的是学习结果
,

对学生通过什么

样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策略来获取知识显得漠不关

心
,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素质的发展
。

在新课程理念下
,

我们的教学 目标之一是关注

学习的过程
,

包括过程的时间量度
、

过程的方法展现

和过程的思维状态
,

以及在过程中学习心理的能量

水平等指标
,

这些表达了学生学习的现实状态
,

也体

现了学生学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

基于这样的理念
,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传授
,

还要关注学生

获取知识的过程及过程中的方法
、

态度和情感体

验
。

《数学课程标准》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生在数学思

考
、

解决问题以及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要求
,

制定了相

对具体的过程性指标
,

刻意使用了
“

经历
” 、 “

感受
” 、

“

体验
” 、 “

体会
” 、 “

探索
”

等一系列行为动词
,

以凸现

数学活动过程的过程 目标
。

在实际教学中
,

有的教师对过程性目标存在着

片面的理解
,

盲目使用一些可有可无的电教设备
,

设

计一些无关的活动
,

把数学教学过程装扮得
“

五彩缤

纷
” ,

把课堂搞得很花哨
,

到课堂的最后
,

知识点还是

不落实
。

过程应该是为教学 目标服务的
,

为教学结果做

准备的
,

要根据教学内容确实处理好知识与能力
、

过

程与方法
、

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一体的课程目标
。

如果把过程界定在活动的层面
,

这只能是一种
“

活动

性过程
” ,

是形式化的
,

而不是我们所追寻的
“

认知性

过程
” 。

这样的
“

活动性过程
”

太多
,

就势必削弱 了认

知和探究
,

降低了教学的有效性
。

学生没有巩固知

识的时间
,

知识和能力的强化不够
,

就干扰了教学目

标的达成
。

3 在继承中创新

传统的教学方式需要转变
,

但在转变过程中还

需要借鉴传统
,

要注意对传统方式中的优秀部分给

予充分的继承
。

因为人类社会是在传承与创新的交

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
。

数学教学的教法
、

学法也应传承优良
,

并加以发

展创新
,

而不能误解课程改革精神而割断历史
,

一概

否定过去的教法
、

学法
,

一切从头做起
。

事实上
,

无论

是数学教材和教法学法都有一些优良的传统
,

应该

保持
,

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

例如
:

— 关于 口算训练问题
。

口算训练不仅仅是为

了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
,

让学生算得快
,

还需要培养

学生的机智
、

思维敏捷
、

思想集中
、

多种感官并用等

方面的能力
。

所以
,

对于中小学学生的能力发展而

言
,

口算训练不但不能削弱
,

还应该加强
,

这一点
,

恰

恰是新课程内容选取
、

教材体例编排和在新课程环

境下的教学所应该充分注意的
。

— 关于对
“

双基
”

的认识问题
。

基础知识和基

本能力被称为
“

双基
” ,

在传统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教学地位
。

在
“

双基
”

的概念下
,

传统教学强调知识

系统
、

要求逻辑严谨
、

注重认知铺垫
,

这些教学思维

都是正确的
,

符合数学学科的课程特点
。

但是
,

也有

值得改进之处
。

例如
:
过去一些教师的教学过程对

“

双基
”

把握有偏差
,

过度向
“

书本知识
”

倾斜
,

没有重

视培养学生基本的数学能力
,

或者是铺垫过度
,

不给

学生留出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

我们在教学中要正确

理解 《课程标准》对
“

双基
”

的新的诊释
,

在实践中正

确把握新的标准
,

确保新课程提出的
“

知识与能力
”

的实施
。

— 关于过程训练的把握问题
。

传统的数学课

程注重变式训练
,

对一个数学知识点的教学
,

往往设

计出不同的教材内容来训练学生
,

教师的教学过程

对
“

一题多解
” 、 “

题型变换
”

也给予了比较多的时间

和精力的倾注
,

试图通过变式训练来变革数学过程
,

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
。

这一出发点并

没有错
,

但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
数学教学过多地

注重了形式上的分解
,

而忽视数学要义
、

精神和实

质
, “

买犊还珠
”

式的教学便在无形中产生了
。

在数学

课程改革背景下
,

这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的
。

— 关于评价机制问题
。

确如一些人所言
,

课程

评价是数学课程改革中的一块硬骨头
。

传统教学抓

住了考试评价的功能机制
,

通过考试
、

测验
、

测试
、

考

核
、

考查等手段
,

以诊断性评价
、

形成性评价
、

终结性

评价等作为杠杆
,

极大地推进 了数学教学
。

但是
,

也

应该看到
,

传统的评价机制忽视了评价的改进与激

励的功能
,

其负面效应同样是不可以低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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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

促进数学素养的提升
,

也有利

于引导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

因此
,

在数学教学中
,

要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促进功能
,

评价机制应该体

现课程改革的墓本理念
,

要促进学生的发展
,

要促进

教师成长
, “

以学论教
” ,

以学生的
“

学
”

来评价教师的
“

教
” ,

使评价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与提高的过程
。

— 关于繁
、

难
、

偏
、

旧的争论问题
。

传统教材

中的一些例题
、

练习题的设计
,

对促进学生的计算能

力
、

理解能力
、

思维能力
、

空间想象能力等都有积极

的效果
,

这是题例设计比较成功的一面
,

是被诸多教

师
、

学者所认同的
。

但在数学知识点的处理与选材

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

在
“

繁
、

难
、

偏
、

旧
”

的程度上有一

些不同看法
,

需要引起教学争论
,

在争论中达成共

识
,

趋于完善
。

例如
,

在统编教材《数学》中有这样一道应用题 :

“

一个水池有甲
、

乙两个进水管和排水管
,

同时开放

甲
、

乙管
,

三小时注满水池 4巧
,

同时开放甲
、

丙管
,

6

小时注满水池的一半 ; 同时开放乙
、

丙管
,

10 小时后

注满水池的 1 / 6
,

问三管同时开放
,

需要多少时间将

水池注满 ?
”

有人认为这样的例题太脱离生活实际

了
, “

在现实生活中有甲
、

乙
、

丙三管同时开放给水池

注水的情况吗 ?
”

但也有教师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
这一类数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

是有模型的
,

有实际意义的
,

比如公园游人的进出问

题
,

就是一个动态性数学问题
,

在生活方面反映了类

似的数学原理
。

根据数学的学科特点
,

传统教学中的

一些基础题例设计还是有愈义的
,

不应该一概斥之

为
“

繁
、

难
、

偏
、

旧
” ,

许多相应的练习还是应该保留

的
,

只是需要补充相应的情景
,

增强问题的开放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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