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教活学，力行力臻，教育激扬生命

——我心中的小学数学“活力课堂”

一、什么是“活力课堂”

活力，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为：旺盛的生命力，是行动上、思想上或表达上的

生动性。“教育”一词来源于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狭义上指专门组织

的学校教育；广义上指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教育遇到活力，必

然会碰擦出充满生命力的智慧火花。

“活力课堂”，包括老师的教学活力，也包括学生的学习活力，还包括教学

过程的动态生成，这三个方面的活力综合起来，才是真正有活力的课堂。有活力

的课堂一定是学生为主体、学生个性得到培育与发展的课堂，是思维能力、创造

能力得到最大限度提高的课堂，也必将是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终身幸福

的课堂。

二、为什么需要“活力课堂”

华东师大叶澜教授在《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中指出：课堂教学蕴含

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发挥，才能真正



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课堂上才有真正的生活。

“让数学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关注数学课堂教学生命力”这是国家基础课

程教育改革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具体体现。

三、“活力课堂”的特征

1.学生在学习中主体性的表现 ：

①愿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有强烈、持久、稳定的学

习动机，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

②乐学——视学习为一种精神需要，感到学习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对学习持积极、

乐观、向上的态度，学得轻松、愉快。

③会学——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能综合运用各种学习方法

进行阅读、分析、理解和实践，能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从各种信息源中获取知识

信息。

④善学——能初步认识自身学习的基础及特点，扬长避短；善于制订与自己认识

风格相符的学习计划，能根据学科特点及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学习方法，

并善于自我检查评价。

⑤求新——能积极进行独立的、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善于结合自己的知识能力，

完成知识的延伸并举一反三，实现知识、能力的迁移，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以上这些表现即为教学中学生选择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学习的典型

体现。

2.学生在活力课堂上的表现：

①有疑问：课堂上教师要创设问题情境，用疑问开启学生思维的心扉；

②有猜想：通过猜想，让学生养成求知的习惯；

③有惊讶：学生的迷惘要小心对待，轻轻点拨，令学生茅塞顿开，心中惊叹，喜

悦不已；

④有笑声：课堂讲述要生动有趣，诙谐幽默，使学生不时地发出会心的笑声来回

应你；

⑤有争议：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的质疑，让学生敢于各抒己见，并看到争议的结

果；

⑥有沉思：关键问题上教师要留出空白，让学生自由探索，告诉他们：学生才是



主体；

⑦有联想：教师不要把课讲“绝”了，要留有余地，让学生联想，思维的火花教

师要小心呵护；

⑧有收获：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活力课堂是学生的课堂；活力课堂是高效的课堂；活力课堂是思维的课堂；

活力课堂是把学生的每一次激动变成他们毕生喜爱的课堂。

四、如何践行

（一）创设趣味情境，把思考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情境教学在情感领域的创造性探索中，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学生素质发展中

认知与情感、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动脑与动手等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为

素质教育的成功实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案例 1】三下《认识小数》，创设生活情境。

在三下《认识小数》一课中，课前，我先让班级同学进行了投掷，课上请同

学们一起完成三（3）班女子投掷成绩公告，学生很容易能填出两个整数，也能

根据生活经验，改写出简单的一位小数。整节课我都使用学生投掷的情境串联起

来，最后练习的环节使用了本班男生的投掷成绩。学生对这个情境十分感兴趣，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感受知识，思考数学的

本质。

【案例 2】三上《一一间隔排列》

在三上《一一间隔排列》一课中，我在第二次上这节课时进行了情境的创设，

整节课利用妈妈的手链贯通，利用一家人一起穿手链并进行分类，揭示“一一间

隔排列”的含义，利用穿珠子的游戏感受“一一间隔排列”现象的特征，两端相

同如何，两端不同时如何，练习时使用了一个猜珠游戏，巩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在拓展环节“围成一圈”时，也利用了学生喜爱的珠子剪开的过程，生动形象地

像学生展示了围成一圈时就是两端不同的情况。同组的赵老师设置了《珠宝钻石

盗窃案》的情境，让学生帮助侦探一起找到珠宝，学生课堂积极性都非常高。当

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数学帮帮忙”系列绘本中的《晚霞项链》这一课进行情景

设置。学生喜欢穿珠子的情境，在游戏中学习了知识，思考“一一间隔排列”的



特征，更加印象深刻。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情境如何，都要关注数学本质，不要

为了情境而情境，不设置没有必要的情境。

（二）依据历史需要，将学习的必要性交给学生

【案例 3】三上《分数的初步认识》

新的数学知识产生，总是因为人类原有的认知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当学生不

能用整数知识解决问题时，自然有创新知识的冲动。我们需要追溯历史，产生需

要。

古人分食物，古人甲和古人乙平均分 6 只小鸡，4 只兔子，两只羊，（强调

什么是平均分）1 个西瓜。每人分得 3只小鸡，2 只兔子，1 只羊，但是在描述

西瓜时遇到了困难。学生和古人遇到了一样的困难，有些学生用文字“半”个西

瓜，有些学生写了 1，这当然是错误的，还有学生知道整数无法表示，干脆空了

没有写。

学生在学习分数知识中遇到的问题和古人是相似的，当整数不能解决平均分

的实际问题时，创造一种新的数就成了必然，模拟数学史发展历程的教学，有利

于学生把握知识形成的过程，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三）通过实验操作，把探究活动的过程交给学生

【案例 4】五下《圆的认识》

在教学五下《圆的认识》时，我先让学生自己想办法画出一个圆，有的同学

通过正多边形不断分割的方法画出了一个无限接近圆的正多边形，体现了极限的

思想。有的同学通过描一描的方法画圆，通过实践，学生感受到这个方法只能描

出固定大小的圆，不方便。还有的同学通过绳子和钉子，或者两支笔和绳子画圆，

通过绳子和钉子画圆展示一组成功一组失败的案例，学生明确不能改变绳子的长

短，要做到定长，通过铅笔画圆圆心动掉的案例，学生明确不能改变中心，即圆

心的位置，要做到定点。每位同学都进行了实验操作，有许多类似的失败或成功

的经验，在学生修订自己作品，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就是学生感受圆定点和定

长特征的过程。把探究的过程交给学生，知识发生过程与学生思维过程的有机融

合，突出了活动性。

【案例 5】一个平行四边形，剪去一个角，剩下的图形内角和不可能是？

A.180° B.270° C.360° D.540°



15.4% 25.4% 14.7% 44%

这是苏州去年新初一的测试题，看上去不难，只要选出 180 的倍数就可以了，

结果全太仓只有 25.4%，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作对了，我想如果在四年级下册《多

边形的内角和》教学时，教师能让学生折一折，分一分，把多边形分成若干个三

角形，而不是灌输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那学生一定会牢牢记住多边形的内角和

是 180°的倍数这一概念，这一题也就不会出错了。

（四）链接生活实际，把建构意义的机会还给学生

【案例 6】五上《小数的意义》

在教学五年级上册《小数的意义》，建构两位小数 0.85 的意义时，我采取了

多种验证方式。首先是生活种常见的米尺验证，把一米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

的 85 份；把一元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85 份，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建构 0.85 的含义，再使用半抽象的百格图验证，最后是抽象

的长方形验证，层层递进，把建构 0.85 意义的机会交给学生，让学生做课堂的

主人。

（五）利用合作学习，创造民主和谐的气氛

我将班级成员分为 8个小组，建立了小组奖励机制，课上也经常使用“互动

课堂”进行分组选人等小组活动，为小组合作提供了养分。

教师应当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提供学生合作学习的平台，构建适合

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法”、布鲁纳的“发现法”，

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法”，以及“单元教学法”、“尝试指导、效果回授法”，甚至

“讲解法”，“谈话法”、“演示法”、“讨论法”、“范例教学法”等等，这些古今中

外的教学模式都可以根据情况选择。

总之，课堂上要树立以学生自主发展为目的的教育观，充分发挥学生自身发

展的潜能，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鼓励自主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

尽最大可能把课堂还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



让我们一起做活力教师、育活力学生、上活力课堂、建活力校园，彰显活

力教育！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小打卡心得

沈老师《认识负数》一课，抓住了数学本质，追问知识的本质是什么。渗透

了知识从哪里来，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数学为迁移而教,之前认识了正数和 0，

0表示没有和起点，而在本节课中，0表示一个基准，是知识的生长点。和不同

的基准相比，数的内涵也扩大了，数从绝对性走向相对性。以 160 为标准，162

是 2，以 163 为基准，162 则变成-1 了。庄老师的《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一课，

抓住了知识建构，把长方形和正方形放在四边形的体系中去教学，由少到多，与

其他四边形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节课从局部去认识构成和属性，从边和角两个

角度出发，探究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点。课后听了另外两位老师的活力课堂演讲，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几位老师的发言处处渗透着思维的活力，绽放着生命的活力，

让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