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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随着课程改革的实践与发展，很多教师意识到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故在自主

探究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学，为课堂打好地基；在合作交流中，教师激励学生发问质疑，为

课堂增砖添瓦。

揖Abstract铱With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reform, many teachers realize that

students are themainbodyof education.So in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the teacherguides the student

to study independent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room; In th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the teacher encouragesthe studentsto askquestions and addtile to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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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实践与发展，很多教师意识到学生是受教

育的主体，应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化为

自觉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培养创新能力。

教育江湖，群雄并起，这就有凭借“课改”名扬天下的株洲

景弘中学。2016 年 12月，笔者有幸来到景弘中学参观学习。

这里的课堂很“新鲜”。全班学生按成绩、性别、个性差异分成

6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成员面对面地围坐。教室里没有讲台，

但四周却挂满了黑板。在景弘中学，课堂上的某些环节学生可

以“随意”走动和发言。学生动脑、动手板书、动口讲解，课堂

气氛轻松活泼。学生是整个课堂的主演，老师只是个配角。这

一切让所有听课的老师都为之赞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慢慢感到这种课程有待完善。

甚至有些教师为了突显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完全交由

学生。但由于学生学识和认知水平有限，对教材的解读、课堂

的升华还达不到课堂应有的高度。那么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

堂上，教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呢？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安排者，是课堂的主导。若要构

建理想的课堂，在确立学生主体的同时，并不能忽视教师的主

导作用。教师如放风筝的人，在关键处引领、点拨、总结，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结合这几年的数学教学实践，笔者来谈谈

“教师如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2 教师引导学生自学，为课堂打好地基

“自主探究”是让学生自主阅读教材，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是合作学习的

前提，是学生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为了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独立、安静地“自主学

习”，我校规定晚自习为独学时间，教师不允许在此期间讲课。

这看似教师“轻松了”，实际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 钻研教材，设计问题，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自主学习的首要任务是阅读教材，并挖掘教材，然而受思

维方式和能力的限制，学生们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点，这就需要

教师在课前认真钻研、挖掘教材的编写意图和蕴含的知识体

系，进而为学生设计好学案。

教材作为教育的重要工具，经过严格审核，各环节设计应

富有科学性。内容上深入浅出，顺理成章。教材编排的“动脑

筋”“议一议”“说一说”引导学生动脑，对开发思维、培养学生

兴趣有极大的帮助。利用“做一做”培养学生探究和运用知识

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课堂的主导

者，教师应该对这些内容加以强化，例如：在湘教版九年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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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册《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第一课时的自习课上，笔

者制订了如下自学任务单。

淤逐字逐句认真阅读教材 P5—P7。
要求：用黑笔回答教材中提出的问题；用双色笔（黑红）

圈、划、勾、点标记出知识点；用红笔写出你的疑问和生成。

于思考下列问题，并将你的解答写在教材上。

总结出画反比例函数图象的一般步骤；在列表这一步中，

自变量 x 的取值要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取值；在连线这一步中，

要注意的问题；回答 P5右下角方框内的问题；完成 P6“做一

做”，仔细观察画出的图象，说出它的对称；回答 P7“议一议”。

盂独立完成导学案 P5。
将“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这个问题分解，化大为小、

化难为易、化繁为简，降低了难度，却挖出了深度。环环相扣，

就像是上台阶，一个个台阶上，学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整理、归纳、分析、发现信息，获取新知识，构建了新知识体系。

2.2 自习课上教师松弛有度，营造良好的“思考”

氛围

自习课：学生根据自学任务单以及导学案的引导，独立安

静认真地阅读教材。成功与失败都有收获，教师也要鼓励学生

不要怕出错，有疑问也没关系，用红色“？”标记出来就可以了。

教师放手，不等同于“放着羊儿吃麦子”。教师应该帮助学习有

困难的学生，不过只能是思路指导，点到为止，不要过多的干

预。教师在巡查时，不要大声说话，更不能指指点点，影响学生

的思维[1]。

2.3 从效果上检测自学，测试结果显价值

往往笔者会利用第二天的课堂进行“抽测”环节，对学生的

独学效果进行一个检测。通过检测结果发现学生独学存在的问

题，并对下次独学做出具体要求，也为下节课的设计提供参考。

3 充分利用头脑风暴法，激励学生发问质疑

质疑是探求知识、主动参与的开始。爱因斯坦说过：“提出

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个数

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

角度去看待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新性的“想象力”[2]。

在课堂上应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并相互质疑，使课堂

得到升华，应充分相信学生。必要时刻，教师出手点拨也非常

重要。因为教育不仅仅只是传授知识，还在于唤醒。

在“展示提升”这一环节，展示者汇报完他的学习结果，笔

者会询问学生是否有疑问或补充，往往得到的是“没有”这个

回答。此时学生是主演，教师是课堂上的一个配角，可别忘了

教师还是课堂的主导。另外必须抓住课堂上的“怪话”“反

调”。其实课堂上的“怪话”“反调”暴露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的

错误和偏差，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方向性和针对性。教师应认

真分析学生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并着力进行引导，帮助

纠正其认知。

蔡元培说过：“教育不是为了过去，也不是为了现在，而是

为了未来。”构建理想的数学课堂，要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突出

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获

得丰富的数学体验，掌握科学探究和思考的方法，为学生的终

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所以，在实现理想的过

程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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