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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线教师的视野浅谈“四基"的认知和落实

金钟植

(广州市白云中学510168)

1 引言

新课程改革启动至今历经近二十年，作为教

学实践者，新的理念对自身的教学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自参加工作起，笔者始终坚持数学教学最根

本性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基本素养．但

在比较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感觉到在新课程

理念的落实上出现了一些盲目跟风和一刀切现

象：每节课的设计中，如果没有实际背景的情境引

入，就不能体现新课程理念；如果每节课没有小组

合作探究就违背了新课程理念，甚至部分学校为

了便于进行合作探究，将所有班级五十多名学生

的座位安排成每四人一组的形式，这样便于合作

讨论；如果没有PPT，就没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专家和老师们认为“双

基”教学就是落后的教学理念，甚至把目前最不良

的学生刷题现象也归罪于“双基”教学．笔者一直

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改?改就是为了更好，但

是不是把以前的都否定后另起炉灶地改；还是保

留以前大部分好的东西，仅改其中不好的东西呢?

显而易见，应该是后者．但这么多年的经历使笔者

感觉到：由于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部分一线教师

缺乏认真学习和思考，新课程理念在实践中的落

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影响了学科的教学效果．

近期笔者拜读《数学通报》中的两篇文章，使

笔者在新课程改革中思考的问题更加坚定了信

念．第一篇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章建跃老师发表

在《数学通报》的2019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学会用

数学的方式解读内容设计教学》，第二篇是福建师

范大学的李棉老师发表在《数学通报》的2019年

第二期上的文章《别被理念绑架教学》．章老师是

①李神．别被理念绑架教学[J]．数学通报，2019，(2)：18—20，25

以初中数学“相交直线”为例，科学而细致地对内

容进行分析并给出了对教学设计的建议，这对一

线教师在“四基”落实中最重要的环节“基础知识”

的教学提供了指导性的教学建议．李老师的文章

则从“情境教学之殇”、“貌合神离的探究”、“技术

的滥用”、“异化的数学文化”及“被核心素养包装

的教学”①等五个方面谈到了被理念绑架下的数

学教学中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这也充分体

现了目前数学教学中真正落实“四基”的一些障碍

及排除障碍的方法．比起两位专家，笔者在学识和

成果方面差距都很大，但从教三十年的一线阅历

使我感觉到，从一线教师视野的角度谈谈“四基”

的落实，也许对数学教育的改革能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下面仅从对“四基”的认知、有关案例分析

及落实，浅谈笔者看法，请各位专家提出批评和

建议．

2对“四基”的认知

在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期间，笔

者作为一线教师的代表有幸参加过修订过程中的

一些讨论，“四基”是当时史宁中教授提出来的：在

“双基”的基础上增加“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

验”．当时他认为“四基”是对“双基”的继承和发

展．后来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以及讲座中，史宁中教

授也细致分析了其内涵及增加两个要素的根本原

因，也谈到过“四基”与“数学核心素养”的关联．下

面仅从笔者三十年的教学经历中的思考和感悟浅

谈对“四基”的认知．

2．1“四基”是一个整体

“双基”即“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四基”中

后两个要素形成的基础，所以最开始的“新课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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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提到了“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双基’’’，进而说

明“四基”也是新课程改革驱使下的必然产物．但

近几年，数学教学中过于重视“四基”中的基本思

想和基本活动经验，认为这样才能体现教学中注

重核心素养的形成．其实没有基础知识为思维素

材何谈形成基本技能?而没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又何谈逐步形成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概

括地说，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是数学思维的

结果．那么，数学思维从哪里来?是在认识数学知

识形成的过程和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再适度训练

就可以逐步形成基本技能，所以基本技能是思维

的初步结果．在这思维过程和思维的初产品形成

的不断进行中，逐步会形成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

经验．同时，形成了一定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

验，对新的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更高层次技能

的形成有促进作用，进而会形成良好的循环圈．就

像史宁中教授经常提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2对“基本思想”的认知

在“四基”面世之前，“双基”教学盛行的九十

年代，数学教学界有个积极的现象要提及，即注重

“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其发展的结果，可以从

曹才瀚、章建跃合著的《数学教育心理学》中找到．

书中对数学思想和方法进行了层次分类：第一个

层次简称为“解题术”；第二个层次简称为“解题通

法”；第三个层次为“数学思想”；第四个层次(哲学

层面)为“数学观念”．并在最高层次的“数学观念”

中提到：从其组成成分来说有：基本思想、基本方

法和基本态度①．从这个角度说，“基本思想”就是

哲学层面上的．正因为“基本思想”的层次这么高，

我们在一线教学中要注意避免眼高手低，而是脚

踏实地搞好我们能有抓手的较低层次方面的培

养，循序渐进地把学生的水平提高到较高层次．因

为从一线教学情况来看，在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

学方面，就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笔者

在三十年的教学经历中一直坚持研究校本教研课

题《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之通性通法研究》，而且还

在坚持研究中．虽然局部成果的角度看，还算不

错，但要达到比较高标准的研究成果，还需继续

努力．

3从教学案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3．1案例1及分析

案例1 在去年观看的“全国高中优秀中青

年教师课题教学展示与交流活动”中，第一天笔者

观看了三位老师讲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

条件”，三位老师在引入方面的教学处理上是基本

一致的：都采取的是“创设情境，引人新课”．

第一位老师创设的情境为：

1．生活问题

情境引入：“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

学生思考：“水”和“人类生存”之间具有怎样

的关系呢?

2．物理问题

图1 图2

观察两张电路图并思考下列两个问题：

思考1：哪一张电路图可以说明，当户开关闭

合时，q灯一定亮?

思考2：哪一张电路图可以说明，当q灯亮

时，声开关一定闭合?

第二位老师创设的情境为：

珠宝店被盗，警方通过看监控回放时发现案

件发生时，罪犯就在现场，并发现如下线索：

(1)甲、乙、丙三人至少有一个人是罪犯；(2)如果

甲是罪犯，则乙一定是同案犯；(3)盗窃在发生时，

乙在咖啡店喝咖啡，由此可推出( )是罪犯．

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你能抽象出几个命题?

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分别是什么?是真命题还是假

命题?若用户：甲是罪犯，口：乙是同案犯，则上述

两个命题该如何用符号表示?p和q具有什么

关系?

第三位老师创设的情境为：

引例：如果我生活在内蒙古，那么我生活在

中国．

问题设置：(1)这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分别是

什么?(2)这个命题的真假?(3)请同学们再举几

个命题，并说明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

分析：通过这三节相同内容的课，笔者感觉他

们在引入方面的教学处理上，都缺乏通过这节课

到底该给学生什么，而更多的是为了表演，把一些

万方数据



2020年 第59卷 第5期 数学通报 27

所谓的“理念”强加进来．从知识教学的角度看，本

节课完全可以用上节课所学的“四种命题”与本节

课的关联性人手，在复习与引入环节中，利用三个

命题的判断真假来引入，而不是用所谓的情

境——实例来引入．抛开情境的科学性(三位老师

创设的情境在科学性的角度是都值得商榷的)，单

从本节课重点的角度看，也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

其中第二位老师设置的情境不够简单明了，导致

了引入部分就耗费了很多时间．其实引入部分的

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好了，不但起着突出重点

的作用，还可以展示知识形成的思维过程．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不但可以学到知识的本质而达到技能

的提高，同时在知识形成的思维过程中学到数学

思想和方法，甚至还可以学到学习新知识的方法．

3．2案例2及分析

案例2 在一次高二年级的市级公开课中，

一位中年教师讲授的课题为“含字母参数的函数

的单调性问题”．第一部分是微课展示，把课前留

给学生的一道例题讲解过程由授课老师录制成微

课，然后在课堂直接播放．第二部分是进入学生分

组做题环节，每个组分到的习题属于同类题，即求

导后对导函数进行分类讨论．学生分组讨论，教师

巡视，然后每组指定一名学生到黑板板演．板演后

老师讲评，然后教师把PPT中的解法展示给学

生．经过两个轮次，本节课结束．课后中心组的老

师给予点评，除了从“四基”落实的角度说出各种

“好”，就没有了其他的评价．

分析：在笔者看来，这节课就是一节习题课，

而且平时教学中不可能仅针对一个小类型去单独

安排一节课．从习题课的有效性角度看，问题比较

多，抛开这节课有没有必要上，就这节课的教学过

程，下面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

(1)引入部分的不恰当

微课的使用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是授课老师

讲本节课，完全可以现场讲的．既然提前布置，恰

当的处理方式是指定一名学生直接口述，老师板

书或叫学生直接板演，或收上来批改后老师讲评．

现在是“微课”泛滥的时代，不能说微课不好，而是

不管微课的使用对教学有没有用，在课堂中滥用

的现象比较多，是值得一线教师反思的．

(2)缺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意识

整堂课中，老师只是在讲这个题“就是这么这

么做”，而不是通过分析思路来讲清“因为什么”，

长期这样教学，学生会陷入“题海”当中．

(3)缺乏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意识

本节课的例题中，都是与“分类讨论”和“数形

结合”有关，但对“为何分类”、“分类的依据是什

么”并没有讲清楚，包括为什么“数形结合”．整堂

课仅仅是提到：“下面是不是该分类讨论?”、“下面

用数形结合的方式进行解决”．“分类讨论”和“数

形结合”是高中阶段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如果在课堂教学中不注意有关教学的有效性，何

谈培养数学思维能力呢?

(4)授课老师的解题能力不强

从课堂引入部分到后来课堂所用到的所有题

目有共同的特点：字母参数在函数表达式中都是

一次形式．如果这位老师解题能力强的话，不可能

在备课中没有发现这一共同特征带来的另一种解

法，即“分离参数法”．这种解法的带出，会对学生

能力的提高有帮助，但老师平常对解题通法的认

识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才能想到这种解法．遗憾的

是中心组点评的时候，也没有老师提出这种方法．

我们很清楚，解题能力不强对教学的影响是不言

而喻的．

3．3案例中发现的问题

在各种教学活动中，笔者听了很多数学课，听

过的课中，像以上两个案例类似的实例很多，所以

这两个案例具有代表性．下面仅通过这两个案例

谈谈发现的问题．

问题1这两个案例中的老师们都是所在省

或市最优秀老师的代表，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

否也说明了所在省或市在数学学科教学方面普遍

存在的问题呢?因为两位老师的课，至少要经过

当地教研员的认同才能去上这种层次的公开课．

进一步讲，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数学教学水平的

评估是目前非常迫切的问题．

问题2从两个案例中老师们在课堂中的表

现看，在落实“四基”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

“四基”关联的知识部分的教学、提高技能的教学

设计、培养数学思维能力的意识等方面，各自存在

着问题．

问题3 两个案例中的老师们对“新课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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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具有盲目跟风的问题．第

一个案例中的老师们都是“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两个案例中的老师们的课堂中都有没必要的“学

生分组讨论”，第二个案例中的老师在引人中使用

的微课，都体现了他们的“盲目性”．

基于以上案例中的问题，下面浅谈“四基”在

教学中的落实问题．

4“四基”的落实

根据以上对“四基”的认知以及案例分析，落

实“四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下面仅以一线教师

的视野，从三个方面浅谈“四基”的落实问题．

4．1 要提高省市教研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

一个省或一个市的教研员对“四基”的认知水

平不到位，直接会影响所在省或市在数学学科的

教学中落实“四基”的问题，而如果教研员只关注

高考和中考，同样很难把“四基”落实到位．前者与

业务水平有关联，而后者与责任有关联．要加强这

两个方面，国家需要安排必要的培训和责任意识

方面的再教育．笔者相信一定是在国家层面上做

过相关的事情，但效果看，还不尽如意．所以还需

要加强．

4．2要加强教师的基本功

教师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都要加强数学教师

的基本功．有利于落实“四基”的基本功主要有：驾

驭教材的能力及数学解题能力．

(1)驾驭教材的能力

对教材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能力、对教材概括

和重组的能力及从提炼出有利于教学设计的素材

等等．章建跃老师在文中[1]通过一节课的教学内

容的解读及教学设计，给出了驾驭教材的能力应

该达到的标准．只要具备了驾驭教材的能力，就具

备了落实“四基”中的“基础知识”部分的基础．提

升驾驭教材的能力途径主要靠教师自身养成研究

教材的习惯的前提下，依靠学校、地方教研部门的

指导．

(2)数学解题能力

这里提到的数学解题能力不仅仅是教师自己

会解题就可以，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解题思路的形

成过程，这样才给学生讲清“所以然”．具备了较强

的解题能力对“四基”中后三项的落实都是有良好

的基础的．提高的途径也是靠教师自身的多解题

和多思考，也适度依靠学校和地方教研部门的

指导．

其实这两种基本功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

教师作为学生时期对数学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和

解题能力达到的水平．如果作为学生，当时教数学

的老师关注了落实“四基”，到了教学岗位在教师

的这两项基本功方面会是有比较占优势的．但在

一线教学中，笔者看到的是一些数学老师在高中

学得比较一般，所在这两项基本功方面需要付出

很多精力才能达到标准．

4．3加强教师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意识

要落实“四基”，就要真正理解其内涵，而要理

解内涵就得学习相关的理论．至少要学习思维发

展心理学和数学教育心理学．这两门课程相关的

书籍建议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在落实的

过程中，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会产生很多疑

惑，为了解惑自然要进行一定的研究．目前比较流

行的说法是教学即课题，但一线教师比较缺乏的

是学习和研究的意识，所以需要学校和地方教研

部门的指导和鼓励也是非常必要的．

落实“四基”的过程中，提高省市教研员的业

务水平和责任意识是落实的关键因素，加强教师

基本功是落实的基础，加强教师的理论学习和研

究意识是落实的重要因素．教师要想在日常教学

中确实落实“四基”，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和

研究．

参考文献

[1]章建跃．学会用数学的方式解读内容设计教学[J]．数学通报，

2019．58(1)：8一12，15

[2]李讳．别被理念绑架教学[J]．数学通报．2019．58(2)：18—

20．25

[3]曹才瀚，章建跃．数学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187—188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