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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２ １ 年 ７
－

８ 月 下旬 （高中 ）

＾ｗＷ

少教 多 学作 引 领 ，

（§＠§§§Ｑ§）

——以 高三
一轮 复 习 课

“

解三 角 形
”

为 例

＞ 其 省 南 京 旰 大附 中 ＃ ｔ 分牧Ｓ 覃 华莾 榮 榮

近年数学高考题更 多关注数学素养立意 ， 多数题

目 以策略性知识为背景 ， 不仅考查学生 的 知识储备 、

运算能力 ， 还考查学生数学学科素养 以及分析 问 题和

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这 其 中 解 决 问 题 能 力 是至 关重要

的 ， 平时解题教学 的课堂 中 ， 教师更应关注如何提高

学生 的解题能力 ， 而解题教学活动是促进学生思维发

展 、提升解题能力 的重要途径 ．

为 了避免教学 中单纯 的
“

题海战术
”

， 将解题 问题

提升到深层次 的
“

思想方法的渗透
”

， 笔者所在学校开

展 了
“

少教 多 学
”

的课堂 教学研 究 ， 提 出
“

少教 多 学精

讲课堂
”

教学主张 ， 在课 堂教学实践和课堂教学评价

等方面做 了不少探索 ． 笔者 以高三
“

解三角 形
”
一

轮复

习 课为例 ， 通过少而精 的
“

问 题 串
”

启 发学生思考 ， 暴

露和揭示学生的思维过程 ， 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

问 题 的 能力 ， 促进学生进行有意义学 习 和深度学 习 ，

从而达到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的 育人 目 标 ． 以 下是

这节课的教学过程及反思 ， 不当之处 ， 敬请批评指正 ．

１ ．教学过程实录

问题 １ ： 关于三角形 中 的知识 ， 你都 了解哪些 ？

【设计意 图 】 主要 是 了 解 学 生 的知识 储 备 情 况 ，

让学 生 对 解三 角 形 的 常 用 知识 点 有初 步 的 脉络化知

识 构 建 ． 这是一个开放性 的 问 题
，
每个学 生 所 给 出 的

答案 可 能 并 不 一样
，
在 别 人 回 答 问 题 时

，
其 他 学 生都

会 与 自 己 的知识 网 络体 系 相 对 比
，

从 而 更好的 对知识

进行梳理 、 归 纳
，
查 漏补缺 ．

问题 ２ ： 关于
一

些特殊的三角 形 中 的边角 关系 ， 你

还知道哪些 ？

【 设计意 图 】 这也 是个 比较开放 的 问 题
，
当 第

一

个 学 生讲 完之后
，
教 师 不要越俎代庖 ，

只 要追 问 ：

“

其

他 同 学还 有 要补 充 或 者 完 善 的吗 ？ 在这个环 节 中 ，

除 了 多 次 用 到 的正 余弦 定理之 外 ，
还会遇到 其他 学 生

补 充 的 解题 中 使 用 频率较低 ，
以致很 多 时候容 易 被忽

略 的 一些知识碎 片
，

如 ： 在锐 角 三 角 形 中
，
任意 两 边 的

平 方和 大 于 第 三边 的 平 方 ； 在纯 角 三 角 形 中 ，
存在 两

边 的 平 方和小 于 第 三边 的 平 方等 等 ． 这 需 要学 生对 刚

才 所提 到 的 知识 点 与 自 己 已 有 的 知识 结 构 进 行 实 质

性 的 联 系 、 整 合 、 筛 查 ，
形 成 自 己 的 知识 网 络结 构 ，

相

当 于进行 了

一次 有 效 的 头 脑风暴 ，
也是一次 有 意 义 的

建 构 性 学 习 ． 陶 维林老 师 曾 多 次指 出 ：

“

题 目 只 是 载

体
， 我们 要 带领 学生挖掘 隐藏在题 目 背 后 的 那 些 能够

迁移 的知识 与 方法 ．

”

下面我们
一

起 用 刚才梳理的 知识来解决三角 形

中 的实际 问题 ．

例题 ： 已知 Ａ ／１ＢＣ 中 ， 角 ４ ， ｆｉ ， Ｃ 的对边分别为 ａ ，

６ ， ｃ ， 且 ｃｏ ｓ ／１ 
＝

．
， ６ 

＝
５ ｃ ， 求 ｓ ｉ ｎ Ｃ的值 ．

本题请几位有不 同想法的学生板演 ．

【设计意 图 】 该 问 题 的 设计 意 图 是让学 生 学 会

合理选择正 余弦 定理 来 解决 解三 角 形 问 题 ． 该 问 题给

出 后 要给学 生独立 的 思 考时 间 和 空 间 ，
充分暴露学生

的 思维过程
，
动 手 书 写规 范 的 解题 步 骤 ． 此时

，
在 学生

没 有 形 成 自 己 的 想 法之前 ，
教 师 不要干预 ，

更 不 要 滔

滔 不 绝地开始讲解 ，
这样 不 仅干扰 了 学 生 的 思 考

，
还

失去 了 培养学 生 独立分析问 题和解决 问 题 的 机会 ，
这

就 是 很 多 教 师 经 常 抱 怨
“

为 什 么 这个 问 题讲 了 很 多

過 ， 学 生还是做错 ？

”

的 原 因 所在 ． 数学是思维 的 体操 ，

在课堂教学 中 ，
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 力 ．

以 下是两位学生的板演情况 ：

生 １ ： 在 △仙Ｃ 中 ， 由 余 弦 定 理 ， ａ
２

＝
６

２

＋
ｃ

２
－

本文 系 南 京市教育科学规划 第 十 期 个人课题
“ “

少教 多 学
”

理念 下 的 高 中教学课堂教学模 式研 究
”

的 后 续研

冗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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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ｃ ｃｏｓ 
．４ 
＝

 １ ８ｃ ， 所 以ａ 
＝

３ ％ ／＾ ｃ  ． 由 正 弦 定 理 ， ．

ａ
 ．

＝

ｓ ｉ ｎ Ａ

＋ ， 即 

１＾＝＋ ， 解得 ｓ ｉ ｎ Ｃ ＝＃ ．

ｓ ｉ ｎ Ｃ ｊ

５ ｓ ｉ ｎ Ｃ １ ０

５

生２ ： 由６ 

＝
５ ｃ得ｓ ｉ ｎ＝

５ ｓ ｉ ｎ Ｃ ， 又 因 为＝
ｔｔ 

—

〇４ ＋ Ｃ
）

， 故 ｓ ｉｎ
（
４ 
＋

Ｃ
） 

＝
５ ｓ ｈ ｉ Ｃ ，

Ｉ Ｐｓ ｉ ｎ －４ ｃ ｏ ｓ Ｃ 
＋ ｃｏ ｓ ｄ ｓ ｉ ｎ Ｃ 

＝
５ ｓ ｉｎ Ｃ ， 解 得 ｔａｎ Ｃ 

＝

＾

■

， 所 以 ｓ ｉｎ Ｃ 

＝

｜ ．

问题 ３ ： 请所有 同 学看
一

下 黑板 ， 哪个做得最好 ，

好在哪里 ？ 哪个需要完善 ， 请你帮助他完善 ．

【设计意图 】 学 生是课堂 的 主体 ，
但一直 以 来

，

很 多教 师在课堂 中 总 会 出 现
“

满 堂 灌
”

、

“
一讲到 底

”

等

种种替代 学生思 考 的 行 为
，

以 至 于 出 现 学生 处 于被动

学 习
，
被老 师 牵 着 走 的 现 象 ． 而 此 时

，
教师 只 需 引 导 学

生进行 比较 、 修改 、 归 纳 、 总 结 ．

“

少教
”

不是 不教
，
而 是

强 调 巧妙 、 灵 活地教 ． 这里让 学 生之 间 相 互 点 评 各种

方 法 的 优 劣
，
书 写 的规 范 等 等 ，

不 仅调 动 了 学 生 学 习

的 枳极性
，
还让思维碰撞 出 智 慧 的 火花 ． 紧接 着

，
笔者

继 续 追 问 ：

“

其 他 的 同 学还 有 不 同 的 想 法或 者 需 要补

充 的 吗 ？

”

将 思 维 活动推 向 高 潮
，
使学 生 陷 入 了 深度 的

思 考 … …

问题 ４ ： 同学们在分析解决这个 问题的过程 中 ， 都

做 了哪些工作 ？

【设计意 图 】 启 发性是数 学教学 的 一般原 則 ． 教

师作 为 向 导 ，

站在 学 生 的 角 度
，

从学生 的 知识 、 思 维 水

平 、 经验水平 出 发
，
提 出 适 当 的 问 题

，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

使 学 生 的 思维 向 着 新知 或 更 高 目 标靠拢 ，
最后 总 结 归

纳 出 可 以 迁移 到 其他 类 型 问 题 的 解题 方 法 ． 教 师 只 有

站 在 更 高 的 角 度
，
提 出 统领性 的 问 题

，
在 解题 思 维 的

层 面 上给 学 生做到 引 领作 用 ．

生 ： 首先画 图 ．

师 ： 很好 ！ 在解决与几何 图形有关的 问 题时请 同

学 们记住
一

定要画 草 图 ， 图形 比数据要直观 ， 它 能给

你些启 示 ， 引 导你选择 比较简便的解题方法 ．

问题 ５ ： 上述 问 题 ， 你为什么 先选择余弦 定理 ， 然

后 又选择正弦定理呢 ？

【设计意 图 】 本 题 属 于 基础 小 题
，
但却 藴含 着

“

大道 理 难 点 在 于如何合理地选择使 用 正 、 余 弦 定

理 ． 许 多 学生在解 决三 角 形 相 关 问 题 时 ，
大 多 是在

“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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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气 虽 然知道 常 用 工具是正 、 余弦 定理
，
但却 不 知

道什 么 时候 用 哪个 定理 ， 在这样 的 解题 关键 处停下 来

ｉ

设 问
，
教会 学 生在 具体 问 题 中 学 会 思 考 是非 常 重 要

的
，
这里是解题思维 的提升 点 ． 同 时 ，

也 有 效地培 养 了

学生 的逻辑推理这一数学素 养 ．

生 ： 在
一

个三角形 中 ， 如果 己知 角 及 角 ４ 的两条

邻边 ， 我们就可 以用 关于角 ４ 的 余弦定理求 出 边之 间

的 关 系 ； 如 果题 目 中 涉及两 角 及其 中
一

个 角 的 对边

时 ， 我们常常选择使用正弦定理 ．

师 ： 说 的好 ！ 请其他 同 学根据 刚 才 的 分析 ， 整理

一

下使用 正余弦定理的情境 ．

（给学生 ２ 分钟总结刚才这个 问 题 中 能够迁移到

其他 问题 中 的知识与方法 ）

【设计意 图 】 很 多 时候 我们 在 上课 中 总 是急 于

讲 、 练
，
而 忽视 了

一个很重要 的
“

课堂 留 白
”

问题 ． 学生

在 经 历 了 自 主探 究 、 合作 交流等 一 系 列 的 活动之 后
，

此 时 需要趁热打铁 ，
将 刚 才 收获 的 一些 重要结论和思

想 方 法 消 化 、 吸收
，
进一 步 同 化 到 自 己 的知识 网 络结

构之 中
，
这样的过程是学生进行深度学 习 所必 需 的 ．

师 ： 同学们 ， 前面我们讲过 ， 在解题时首先要看清

题 目 的 已知条件 ， 明确
“

有什 么
”

？ 甚至能够将条件进

行适当地转化 ， 比 如 ： 你看到
“

６ 

＝
５ｃ

”

会想到什么 ？ 还

会想到什么 ？

生 ： 除 了 想 到 边 之 间 的 关 系 之 外 ， 还 能 想 到

ｓ ｉ ｎ Ｂ 

＝
５ ｓ ｉｎ Ｃ ．

师 ： 很好 ！ 当我们 明 确 了
“

有什 么
”

后 ， 接下来应

该关注
“

求什么
”

了 ， 题 目 中要求角 Ｃ ， 那我们该如何分

析呢 ？

生 ： 将上式中 的角 Ｓ 用 Ｔ７

－

Ｃ４ ＋Ｃ ）来替换 ．

Ｉ问题 ６ ： 你为什么将角 Ｓ 用 ｔｔ
－

Ｃ４＋Ｃ ）来替换 ？

【设计意图 】 与 问 题 ５
—样

，
在解题关键处 （往往

是学生一看就懂 ，
但不 太 能 想 到 的地方 ） 停下 来

，
多 问

问
“

为 什 么
”

，
这样 更 能 够挖掘 学 生 思维深 处 的 逻辑认

知 关 系 ，
以 致 于 到 此 处 后接下 来 不 得 不 这 么 做——也

就是 消 元 ， 再
一次 深化 解决 问 题 的 一般性 步骤 ：

“

有什

么 ？ 干 什 么 ？

” ‘ ‘

怎 么 干 ？

”

， 同 时也培养 了 学生 的数

学运算 、 逻辑推理等数 学核心 素 养 ． 正如波利 亚在 《怎

样解题 》
一 书 中 提 到

，

‘ ‘

弄清题 意 （有什 么 ？ 角 Ａ 及 角 Ｂ

与 Ｃ 的 关 系 ） 、 拟 定 计 划 （ 消 元 ） 、 实 现计 划 、 回 顾反 思

（ 何 时 用 正弦 定理 ？ ）

”

，
这就是我们 在解题教学 中 所追

课堂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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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的
，
要让学 生 明 白 为 什 么 要这 么 做

，
达 到 真正 意 义

上的授人 以渔 ．

生 ： 因 为这样才能使得上述方程 只 保 留 了
“

己 知
”

和
“

求证
”

的条件 ， 也就建立 了关于角 Ｃ 的方程 ．

问 题 ７ ： 通过 刚才解 决这个 问 题 ， 你还 有哪些收

获 ？

师生共同反思总结 ：

刚才我们在解决三角 形求值 问 题时 分别采用 了

两种常用 的求解方式 ：

１ ． 分步求解 ： 如 果经过 分析题 目 不 能
一

步解决

时 ， 此时可 以选择分步计算 （ 当题 目 中 涉及两边及夹

角 或三边时 ， 常用 余弦定理 ； 当题 目 中 涉及两 角 及其

中
一

个角 的对边时 ， 常用正弦定理 ） ．

２ ． 建立方程 ： 如果根据题 目 的条件能够建立 只 有

“

己知
”

和
“

求解
”

的方程 ， 常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 效果 ．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将其他 的 元素 用
“

已知
”

和
“

求解
”

的条件来 替换 ．

【设计意图 】 在
“

少 教 多 学精讲课堂
”

教 学 主 张

中 ，
对于 学 生课堂上的每次展示 、 交流

，
教师 都要 有 基

于 学 生总 结基础上 的再提炼 与 再 归 纳
； 更要有 基 于 这

类共性 问 题 的 解决 策略或 方法的 整理 与 提升 ． 这 不仅

提升 了 学生 的 解题思维能 力 ，
还进一 步培养 了 学生数

学抽 象 的核心 素 养 ．

变式练 习 ： 在 Ａ４ＢＣ 中 ， 角 ．４ ， Ｓ ， Ｃ 的对边分别 为

ａ ， ６ ， ｃ ， 己 知 ａ
２
－

ｃ

２

＝
８６ ， ｓ ｉ ｎ ／１ ｃ ｏ ｓ Ｃ 

＋
３ ｃｏ ｓ ，４ ｓ ｉ ｎ Ｃ 

＝
０

， 求

ｂ ．

摘录学生的两种解法 ：

解法一 ： 由 ｓ ｉｎ ｄ ｃ ｏｓ Ｃ 
＋

３ ｃｏｓ Ａ ｓ ｉ ｎ Ｃ 

＝
０ ， 得

ａ
２

＋
ｂ

２

ｃ
２

＋＿

〇ａ

２ａｂ
５

２ｂｃ
Ｃ Ｕ ＊

化 简 得 ＝又 由 已 知 ＝ ， 联立 解 得

ｂ 

＝
４ ．

解法二 ： 由 ｓ ｉ ｎ ／４ ｃ ｏ ｓ Ｃ 
＋

３ ｃ ｏ ｓ ／Ｉ ｓ ｉ ｎ Ｃ 

＝
０ ， 得

（
ｓ ｉ ｎ ／１ ｃ ｏ ｓ Ｃ 

＋
ｃ ｏ ｓ ／Ｉ ｓ ｉ ｎ Ｃ

） 

＋ ２ ｃｏ ｓ ／Ｉ ｓ ｉ ｎ Ｃ 

＝
０ ，

艮 Ｐｓ ｉ ｎ ｆｉ 
＋

２ ｃ ｏ ｓ  ／Ｉ ｓ ｉｎ Ｃ 

＝
０ ，
故 ６ ＋ ２

＾＋ ｃ
．

—

ｃ 
＝

０ ，

２６ｃ

化 简 得 ａ
：
－

ｃ

２

＝
２６

２

 ， 又 由 已 知 ａ
２
－

Ｃ

２

＝
８ ６ ， 联立解 得

６ 

＝
４ ．

问题 ８ ： 你们觉得这两位 同 学 的解法怎么 样 ？ 你

赞 同他们 的做法吗 ？

？

２ ０２ １ 年 ７ ８ 月 下旬 （高中 ）

【 设计意 图 】 本 着 少 教 多 学 的 原 则
，
课 堂 上 的

讲 、 评 、 思 等环 节 都尽量放手给 学 生 ． 在 已知边 角 相 关

关 系
，
要求边 的 过程 中 ， 学生 已 经知道 由 正 、 余弦 定理

将 角 化 成边 ，
但重要 的 是还要让学 生知道 为 什 么 这 么

做 ． 另 外
，

如 果 学 生在 看 完解法二之后 ，
还 能 比较得到

“

余弦 定理公式 中 的次数相对 于正弦 定理公式 中 的次

数较 高
”

这样 的 信 息 ，
最终悟 出 用

一次 余弦 定 理 比 用

两 次化 简 的 过程会 更 简 便些
，
那 么 这个题 目 的 解题思

维的 训 练 目 的 就 已 经达 到 ． 章 建跃老 师 曾 经说过 ：

“

要

使 学 生真正理解 书 本知识
，
必须要 有 他们 身 体 力 行 的

实 践
，

从 亲 力 亲 为 的 探 索 思 考 中 获得体验 ！

”

，
课堂上

这样 的 机会 应 还 给学 生 ，
这样 他 们 才 会 有 多 学 的 权

利 ．

２ ．教学反思

２ ． １ 教学策略的反思

２ ． １ ＿ １ 注重数学解题思维的塑造 ， 培养数学核心素

养

高三
一

轮 复 习 ， 教师不能仅停 留在基本知识复 习

的层面 ， 应着 眼 于数学解题思维 的培养 和提升上 ． 本

节课的主要教学策略是 以具体题 目 为载体 ， 以学生板

演 、 点评完善和教 师点 睛为主要活动形式 ， 在每
一

次

的 点评和总结 中 ， 笔者都会关注到解题背 后 的
“

为什

么
”

这个可 引 发 学生进行深度 思考的 问 题 ． 这样不仅

夯实 了
“

四 基
”

， 培养 了
“

四 能
”

， 也很好地发 展学生逻

辑推理 、数学运算 、 数学抽 象等数学核心素养 ．

此外 ， 解题教学是 高三常 见 的 教学 内 容 ， 我们常

常把
“

教会学生解题
”

挂在嘴边 ， 但有些思路 （ 学生在

解题 中 出 现 的 ） 并不是我们教 出 来 的 ， 而 是 学 生根据

自 己 己有经验和 知 识储备 建 构 的 ， 有 的 虽然不 完美 、

不顺畅 ， 但思路却 值得借鉴 的 ． 不 同 学生 的 不 同 想法

与 思路都有其合理成分 ， 而对于教师而 言 ， 不要过 多

的 干预 ， 只 要 帮 助 学 生 完善 （ 或拓 宽 ） 其解 题 思路 即

可 ． 如 变式 中 ， 来 自 学生 的解法二在 角 化边之 前 先进

行
一

些 角 的运算再化成边 ， 从运算 的 角 度看 ， 确 实 比

较简 洁 ， 教 师 借助 其他 同 学 的 评价适时 的给 大 家提

醒 、 强调 ． 这样不仅调动 了 学生 的学 习 兴趣 ， 唤起 了 大

胆参与 到课堂 的信心 ，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 良好 的思维

品 质 ．

２ ． １ ． ２推 究思维的形成 ， 引领学生深入思考

我 国 著名 教 育 家 陶 行知 先生说 ：

“

所谓 教师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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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 ， 重在 善于 启 迪 ， 使学生 自 奋其 力 ， 自 致其知 ，

非谓 教师 滔 滔 讲 说 ， 学生默默聆听 本节课笔 者在

“

少教多学
”

理念 的 引 领下 ， 通过精心设计的能激发学

生 自 主 、 合作 、 探 究 的主 问 题与 问 题 串 来调动学 生 学

习 的积极性 ， 在这个过程 中 ， 学生课堂上的每次展示 、

交流 ， 笔者都有基于学生总结基础上 的再提炼与再 归

纳 ． 还有基于这类共性 问题 的学生思考基础上 的策略

或方法的整理与提升 （ 同时形成 了板书 ） ． 这样不仅尊

重 了 学生 的思维过程 ， 还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敢于

创新 的精神 ， 更 能提 高学生全面深入地分析 、 思考并

解决 问题的能力 ．

２ ．２对少教多学的几点反思

２ ．２ ． １ 对
＂

少教
”

的认识

“

少教
”

并不是要求教师在课堂 中 不教 ， 当然更不

意味着数学知识 的缩水和难度 的 降低 ， 而是对老师 的

“

教
”

提 出 了 更高 的要求 ， 强调教的精要 、 巧妙与高效 ．

本节课是
一

节解三角形 的复 习 课 ， 大多数学生对于主

要 内 容还是有所知晓 的 ， 那 么 在这样 的前提下 ， 教师

更要注意教的
“

少而精
”

． 在例题给 出 之前 ， 教师 以
“

关

于三角 形 中 的知识 ， 你都 了 解哪些 ？ 

”

进入主题 ， 而不

是 以 告 知 的方式给 出 正 、 余弦 定理等其他 的 相 关 内

容 ， 这是
“

少教
”

； 当学生完成例题 的板演时 ， 教师没有

急着给 出评价 ， 而是让学生完成点评过程 ； 当 老师发

现学生在解题过程 中都先通过画 出草 图来帮助分析 ，

却没有意识到在解决与 图形有关 的 问题 ， 画 图是
一

种

非常重要 的研 究手法时 ， 教师并没有 急着给 出 提示 ，

而是通过元认知 的 问 题 问 大家 ：

“

同 学们在 分析解决

这个 问题的过程 中 ， 都做 了哪些工作 ？

”

让学生有所顿

悟 ， 这是
“

巧教
”

； 另 外不管在例题还是变式 中 ， 当学生

点评总结结束时 ， 教师并没有马 上进入 下
一

个习 题 的

练 习 ， 而是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提炼 、 归纳 ，

使整个过程进入升华阶段 ， 进而更好地构 建学生 的知

识思维体系 ， 这是
“

精教 德 国 教 育 学家第斯 多 惠 在

《德 国 教师培养指南 》
一

书 中 指 出 ：

“

教 学 的 艺术不在

于传授 的本领 ， 而在于激励 、 唤醒 、鼓 舞 本节课 的 整

个教学过程 ， 教师 的所作所为都在 帮助 、 激起 、 强化 、

优化学生的深度思维学 习 的能力 ．

２ ． ２ ．２对
“

多学
”

的认识

“

多 学
”

强调 的 是教师要把学生
“

可 以 多学 的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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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学生 ， 给学生创造更 多 的时 间 、 空 间 、 方式 、

机会进行独立有 效 的 学 习 ， 获得 除 知 识 、 技能 以外 的

更高层次 的收获 ， 进而培养 学生 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以及 获得 育人 的价值 ． 多学 的过程是积极 、 独立 、 有深

度 的 学 习 ． 教学 中 ， 学 生完成 例 题 的 板演后 ， 教 师提

出 ：

“

哪个做得最好 ， 好在哪里 ？ 哪个 需要完善 ， 请大

家帮助 他 完 善 以 及
“

为什么 要 用 余弦 定理 ？ 

”

等 问

题 ， 学生在这里积极 、 用 心参与 ， 这 个过程 中 ， 学生 自

主思考 、 自 主 领悟 ， 从 中 得到很 多 宝贵 的解题经验和

心得 ， 虽然有 的地方总结 的并不完整 ， 但这是积极 、 独

立的亲 自 参与 的学 习 ； 例题结束后 ， 教师又提 出
“

通过

刚才解决 的这 个 问 题 ， 你还有哪些收获 ？

”

的 问 题 ， 学

生从元知识 、 方法层面 归纳 出
一

些结论 ， 进入升华阶

段 ，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 是深度 的学 ； 这样的没

有老师包办代 替 的课堂 ， 才是学生真正 多 学 的课堂 ．

正如 著名 的特级教师武凤霞老 师说过 ：

“

在充满生长

律动 的课堂上 ， 学 习 气氛不
一

定 是热 烈 的 ， 但要深沉 ，

学生不能在文字 中浮光掠影 ， 要在思索 中 前行 ； 不是

在言说别人思想 ，

一

定是在表达 自 己心声 ．

”

课堂上 ， 教师 只 有
“

少教
”

了 ， 学生才有机会
“

多

学
”

， 这是毋庸置疑 的 ． 学生的
“

多学
”

， 是其各个方面

能力 的提升 的体现 ， 包括分析和解决 问题 的能力 、 思

维水平 的 能力等等 ． 作为教师 ， 实现培养解题 能力和

提升数学核心素 养 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所追求

的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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