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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要】巧设思维冲突，让学生在冲突中进行数学思维的起步、发展、拓展
和延伸，学生的活力会被瞬间激活，知识的重组与升华、探究与应用让学生信

心百倍，感受数学魅力的同时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一、情境中“引”冲突，促

学生“走进”知识。二、探究中“显”冲突，促学生“生长”知识。 (一)沟

通知识，引发思维深度。(二)拓宽思路，培养思维的广度。(三)变换角度，

提升思维高度。三、运用中“遇”冲突，促学生“活用”知识。巧设思维冲突，

使学生在“新、趣、巧"的情境中走进知识，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层

层递进中探究知识，在“卡壳”的突破中活用知识。让学生亲自探索、发现、

解决问题，成为“主动的思想家”，享受学习的乐趣，获得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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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激发的认知冲突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学生从“要他学”变为“他要学”。审视我们

的课堂，教师精彩的讲解，巧妙的设计，使学生成为“程序”中“顺从”的“看

客”。如何还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由学习中的“看客旁听”变为“主动参

与”?使课堂从“教师主讲"变为争先恐后的“学生抢学”?让按部就班的课

堂焕发学习的活力?实践中，我感受到，巧设思维冲突，让学生在冲突中进行

数学思维的起步、发展、拓展和延伸，学生的活力会被瞬间激活，知识的重组

与升华、探究与应用让学生信心百倍，感受数学魅力的同时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小小的冲突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两拨千金”的效应。

一、情境中“引”冲突，促学生“走进”知识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

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是对数学与生活的精彩描述。新课标十

分强调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教学要求中强调“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不仅要求选材必须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而且要求“数学教学必须从

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观察和操作的机会”，使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

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力。因此，许多教师都为学

生创设了丰富的学习情境，教学中，我感受到情境不仅要激趣，还要能激“疑”，

使其经验与需求或者知识与现实发生思维冲突，从而引发学生思考，促使学生



融入其中，乐于进一步探究，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参与”。

如教学“长方形的面积”，新课伊始，教师轻松的问学生：“孩子们，我

们认识了三个常用的面积单位，是哪些?”学生们轻松做答。“好极了，你们

的纸上有一个小长方形，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吗?”“可以，用1平方厘米的面

积单位去摆”，老师没有难住学生，“那好，要想知道我们课桌桌面的面积，

怎么办昵?”“用1平方分米的面积单位去摆。”“真不错，情况发生了变化，

选用的面积单位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及时鼓励， “看来，要想知道我们学校

大操场的面积，就得用1平方米的面积单位去摆了?”“是”学生点头， “如

果想知道一大块长方形田地、一块长方形海面的面积，也得用面积单位去摆

了?”学生出现了小小的骚动，少顷，立刻有学生站起来，认真地说： “用摆

的方法太麻烦了，测量大的面积实际生活中也行不通?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更简

便的方法能计算出长方形的面积。”接下来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学生想要的

学习他们积极而主动。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进行批判

性质疑就是不依赖已有的方法和答案，不轻易认同别人的观点，通过自己独立

思考、判断，敢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其思维更具挑战性。它敢于摆脱习惯、

权威等定势，打破传统、经验的束缚和影响，产生一种新颖、独到的前所未有

的问题来认识事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生的理解与思维的发展。学生由

思维冲突引发深思，提出应去找简单的计算面积的方法，这种化繁为简的意识

难能可贵，这种打破已有的方法，想另辟蹊径的想法更是难得。他们不觉得是

在为学数学而研究数学，而是体验到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在研究数学，

学生切切实实的是为需要而学习。

又如：教学“圆的认识”，新课之前，教师布置了一项作业： “请你们观

察一下生活中哪些物体的形状是圆的?"学生放眼观察生活，课堂上的汇报积

极踊跃：车轮的形状是圆的、锅盖是圆的、圆桌是圆的、许多纽扣的形状也是

圆的、吃饭的碗是圆的、盛菜的盘子是圆的⋯⋯孩子们常玩的“丢手绢”游戏

孩子们站的形状是圆的、井口是圆的等等，学生获取的信息很多。说着说着学

生的思维定格在大屏幕上，看着这么多圆形物体，自然而然生出了疑问：为什

么这么多物体的形状都是圆的?仅仅是为了好看吗?思维碰撞促使学生满脑子

疑问急切的等待下一环节。细心的观察、丰厚的知识储备成为这节课强大的动

力，促使学生迅速投入知识的探究中。这些想学、要学、盼学的迫切愿望是学

生大量的生活实际观察与观察后的反思发生冲突引起的，是真真切切的要学，

一改以往教师的千呼万唤，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宰。

情境中引发认知冲突，会促使学生站在更高的层面看生活，理性的分析色

彩缤纷的世界，使观察能力、推理能力、联想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学生创



设广阔的视角，激发他们思维的火花，他们就会主动走进数学，感悟数学的魅

力，体验学数学的乐趣。

二、探究中“显”冲突，促学生“生长”知识

教学中， “一马平川，勇往直前”的学习会让学生感到乏味，“登高攀越，

柳暗花明”的探究会让学生意犹未尽，努力向前。因此，教师应根据知识的广

度、深度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看一看，发现问题，”“想一想，明白真理，”

“辩一辩，深化新知，”“跳一跳，摘到果子”。探究中，我们不妨从以下几

个角度去显现冲突。

(一)沟通知识，引发思维深度

思维的深度是指思维活动的抽象程度和逻辑水平，它集中表现在善于深入

地思考问题，能从复杂的表面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因此沟

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引发思维碰撞，是培养思维深刻性的主要手段。例如在

教学“小数的大小比较”时，0．4和0．6比，谁大?如果单纯的从小数的计数单

位去比较，0．4是4个0．1，0．6是6个0．1，6个0．1大于4个0．1，所以0．6

大于0．4。显然，这样的认识较肤浅，此时，教师可以把球抛给学生： “0．4和

0．6比，到底谁大?凭借你们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想一想，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激烈的探究之后，学生的收获是喜人的，有的学生说：“o．4是云，o．6是希，

云小于素，所以o．4小于o．6。”有的学生说： “如果把他们看成o．4米和

0．6米的两条绳子，0．4米就是4分米，0．6米就是6分米，4分米小于6分米，

所以0．4小于0．6。”还有的学生说： “可以把他们看成0．4元和0．6元，0．4

元是4角，0．6元是6角，4角小于6角，所以0．4小于0．6。”立刻有学生又

说：“我还可以通过画图来比较⋯⋯”知识的沟通中，学生对小数的比较由“一

对一”转为“多对一”，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不言而喻，学生的学习由“单薄”

转变为“深厚”。

(二)拓宽思路，培养思维的广度

思维的广度指的是善于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思考，学生解题的

思路广、方法多、解法好就是思维灵活的表现。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注重启发

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鼓励联想和提倡一题多解，有助于学生思维灵活性的

培养。如教学“梯形的面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具之后(各种形状的梯形

纸片)，有了推导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的基础，学生自然而然的用两个完全一

样的梯形拼成平行四边形、拼成长方形来推导面积计算方法。当学生骄傲的展

示自己的探究成果时，老师轻轻地说： “看来推导面积公式必须用两个完全一

样的图形才能推导。”同学们面面相觑，有的学生在嘟囔：“一个图形怎么能

推导?”“看看你们的工具。”老师欲言又止，“剪子!”有学生大叫，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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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热闹起来，剪一剪、拼一拼，学生大显身手，用一个梯形有剪拼成三角形的、

平行四边形的、长方形的；甚至还有的同学把一个梯形切割成2个三角形来推

导面积计算等等。交流汇报中，学生的惊喜、自豪感溢于言表。冲突把学生向

思维的广度推了一把，为学生展示自我提供了舞台，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这里得

到培养和弘扬，同时，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述能力、

归纳概括能力都大幅度提高，知识在探究中质变为能力。

(三)变换角度，提升思维高度

思维高度是指学生能从较高的层面统观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是学

生对知识透彻理解的表现，是数学综合素质的展现。如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

时，学生根据手中的学具纷纷折出了j，教师把这些表请的纸片贴在黑板上：
“都是音，为什么表示面积的大小不一样呢?”以为大功告成的学生一惊，是

呀，都是j，为什么表示的面积不一样呢?需求使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探究

中，学生认识到尽管它们表示的面积大小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把一个长方形或

一个圆、一个正方形、一条线段平均分成了4份，表示其中的一份，所以都用j

表示，从而对分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冲突促使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分析问题，

这是学生最为自豪的时刻，课堂也因此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我们渴求的学生

主宰课堂应运而生。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巧设思维碰撞的时机，让每一

个学生养成想问题、问问题、挖问题和延伸问题的习惯。让所有的学生都体验

到提出新见解、发现新问题的乐趣。这一点对学生的发展很重要，它有利于学

生克服迷信和盲从，树立起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品

质。

三、运用中“遇”冲突，促学生“活用”知识

活学知识，把知识用活，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以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是当前素质教育的重点目标之一。让学生在运用知识的过

程中体验到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如何活用呢?靠教师的催促以及大量的练习

并不能使学生主动活用知识，教师要精心设计练习，让学生顺畅的思维突然“卡

壳”，学生自会在“逆境中谋发展"，通过积极的努力，自会“柳暗花明又一

村”，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其体验到数学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活学

活用知识的乐趣。

如：学习了“厘米的认识”以后，让学生选择你身边某一物体的长度测测

它有多长?学生纷纷选择物体：有测桌子面的长、椅子的高、铅笔的长短⋯⋯

学生先估算再测量，有独自完成的，有两人合作的，课堂气氛既紧张又活泼。

量着量着，忽然有人提出：“我们量的长度不可能都是直的，比如，我想量我们

家圆桌一圈的长度，怎么办呢?还有地图上的路线，我看大多是弯曲的。”老师



马上接着说：“这个问题发现的好，大家赶快商量一下，谁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孩子们眉头紧锁着，有的低声讨论，突然有一个同学拿出一条线绳： “我可以

将线绳沿着弯曲圆桌绕好，再用尺子量出拉直的线绳的长度，就能计算出圆桌

一圈的长度，我想地图上路线长度也可以这么量。”学生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知识在应用中显现其价值，解决问题的策略的产生，使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与深

刻性得到发展和弘扬。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创设发散数学思维的机会，学生

的数学综合素质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数学的思考方法，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善于发现和挖掘生活中的一些具

有发散性和趣味性的问题。

解放学生的大脑，使他们会想、敢想；解放学生的眼睛，使他们学会观察；

解放学生的嘴，使他们会说、爱说；解放学生的手，使他们会做、好做。

让我们巧设思维冲突，使学生在“新、趣、巧”的情境中走进知识，在“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层层递进中探究知识，在“卡壳”的突破中活用知识。

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让学生亲自探索、发现、解决问题，成为“主动的思想

家”，享受学习的乐趣，获得成功的喜悦，促使这些初入海洋的小舟战胜激流，

驶离浅滩，躲避暗礁，乘风远航，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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