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阳县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活动简报（第十七期） 

 

主办：宿迁市泗阳县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导师：陈家梅   赵文超  丁爱平 

成员：李金元 徐汉勇 金红彦 吕小红 李丽 胡敏 朱晓娟 

许涵 刘雅青 王彩莲 袁晓娟 张慧 李彩婷 王玮 

张红军 唐宝 程芳 戴慧玮 陈丹 谢中华 陈彬彬 曹翔 

吴静 刘建中 王苏 周纬 黄婷婷 吴影 孙倩倩 朱泾霞 

 

 

 

 

 

 

一路书香满径 

我不曾到过海洋， 

可我却曾嗅到过那咸湿的海风； 

我不曾到过撒哈拉， 

可我却见到那颗温柔的骆驼泪； 

我不曾活在那个旧世纪， 

可我却听到农奴愤怒的嘶吼； 

我不曾环游世界， 

可我却觉得世界在我心中…… 

 

 

 

 

 

 



 

 

研修主题：主体性课堂教学研讨活动 

研修时间：2016年 12 月 19 日 

研修形式：课例展示+论坛+讲座+点评与互动交流 

为了探讨小学数学课堂有效性教学策略，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提升乡村骨干教师数学专业素养。加大乡村数学骨干教师教育

科研的培养力度，提高乡村小学数学教师的科研水平，经决定举行小

学数学主体性课堂教学研讨活动。12 月 15 日，泗阳乡村骨干教师培

育站第十七次活动在泗阳双语实验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研修的主题是

“主体性课堂教学研讨活动，研修活动内容包括四节课例展示、陈校

长主持的论坛、赵文超主任主持的讲座等几个环节。泗阳乡村骨干教

师培育站全体成员参与本次活动。 

 

课例展示包括这样几节课：孙倩倩《用字母表示数》丁爱萍《加



 

 

法运算定律》论坛研讨，胡敏《分数的意义》程芳《认识几分之几》

赵文超主任《对课堂教学的再思考》 

 

通过本次学习，让我们再一次深切的体会到主体性课堂构建的重

点，四位老师用生动的课堂展示了学习的进步，对陈家梅校长的培训

“说什么？在衔接处，在启发处，在补充处。教师的重复在哪里？在

重点！给学生足够的静思默想的时间。”进行了内化和实现，能够做

到把课堂交给学生，能够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表达和总结的过程都

是学生在完成，是主动构建知识的课堂。 

孙倩倩老师的《用字母表示数》，通过具体的数字向用抽象的字

母来表示，过渡自然，逐步渗透了代数思想，培养学生的符号感，为

后面学习方程做好了铺垫。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让其他学生进

行适当的补充，由师生互动引导到生生互动。教师在教学中点拨、评

价及时，语言恰当精彩。比如，学生在回答用字母表示戈轩年龄时说，



 

 

不管老师多大年龄，教师都比他大 20 岁，用 b-20 表示学生的年龄。

教师及时地给以评价，很清楚地说明了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以及师生

年龄之间的关系。这时又进行适时的追问，老师 30 岁时，学生多大？

老师 40 岁时，学生多大？老师 400 岁时，学生多大？引导学生发现

b 是有一定范围的。 

 

《加法运算律》一课，丁老师从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出发，围

绕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设计教学，

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课堂教学有条不紊，练习设计有梯度，体

现了丁老师非常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这是一节朴实、真实、高效的课，

是值得我们平时借鉴的一堂好课。从一开始丁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加法

交换律时，采用不完全归纳法，让学生经历观察、发现、举例，验证、

归纳总结出加法交换律这一数学发现的过程，通过参与学习活动总结

这一学习方法，并将方法迁移到加法结合律。教师给学生提供机会，



 

 

让学生经历“由具体实例→学生个性化表达”的过程，鼓励学生自己

写算式表示规律。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对加法交换律的概括与提升。让

学生体验用字母表达运算规律的简洁，容易记忆的优越性。练习的每

一道题设计的比较合理，每一道习题深入钻研，对于重点题目重点分

析，丰富学生的认知，整合两种运算律，进行推广应用，体会学习运

算律的作用，可以进行简便运算，整个练习有层次型，有深度，扎实

有效。 

 

紧接着是陈家梅校长主持的论坛“主体性课堂的构建与实施”。

经过学习交流讨论使我们对主体性课堂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主体课

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提高课堂的效率和学生的学习

能力，达到主体共生、共生并长。精髓就是“教会学生学习”，就是

在老师引导和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地把课堂还给学生，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最通俗地说就是

让学习、进步和成长“发生”在学生身上。主要使学生学会学习，鼓

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主动探究，掌握学

习的方法的过程。认识一、充分的课前自主学习是前提；1. 课前给

学生预留足够时间进行课前自主学习。2. 充分利用小组的力量解决

问题，首先求助同伴、再次提交老师解决，这样就更有针对性，极大

的提高了效率。3. 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多留时间让更多的同学来

展示分享，使他们获得自信，产生对问题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4. 因

材施教、分层确定不同的学习目标。小组成员的学习程度不同，角色

不同，承担的任务或达到的标准也有所不同。认识二、课上“以学定

教、学教互动”是基础。根据学生预习的实际情况，以学定教，主要

讲学生不会的、容易出错和学生想不到的内容。教师应少讲、少问、

少板书，教师变“教”为“导”，学生变“听”为“学”，鼓励学生

质疑展示、引导学生合作探究。 

胡敏老师执教的《分数的意义》一课，是一节静思默想的课堂。

分数的意义是一节概念课，在三年级的上册和下册学生已经对分数有

初步的认识，本节课的重点是帮助学生理解单位“1”和分数单位，

教师不应该只注重学生的语言表述，更应该关注于学生对分数单位的

理解！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概括表述。学生知道一个物体可以用自

然数 1 表示，先引导学生想一想，还有什么也能用自然数 1 表示呢？

学生可以想到一些苹果，一片森林，一个班级，甚至 1 厘米等等，也

就是许多物体组成的一个整体都可以用“1”表示，这里的“1”内涵



 

 

变得丰富了，通常我们叫作单位“1”。先理解可以用自然数“1”表

示，再抽象成单位“1”。为什么叫作单位“1”呢，这是人为创造的

单位，重点是分数单位，分数单位是分数的计数单位，分数单位同自

然数的计数单位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分数单位是随着单位“1”;

被平均分成的份数的变化而变化，不像自然数的计数单位那样固定，

这就使得学生理解起来感到抽象。对本体性课堂的再认识，教师是教

材的设计者，问题的设计者，课堂中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和启发者，

课堂教学先求实，再求新，能够抓住教学内容的重点和核心，给学生

静思默想的时间，也要引导学生说完整的话以及标准的数学语言，教

师语言要精简，只说衔接语，问题，启发引导的语言以及评价语。学

生是思考者，倾听者，表达者，也要有生生互动，通过教师的引导，

学生实现“做、思、学”的三位一体，让学生经历数学形成的过程，

理清知识内在的联系，切实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程芳老师《认识一个物体的几分之几》，本节课教学认识几分之

几和比较同分母分数的大小，这是在学生直观认识几分之一的基础上

进行教学的。因此教材加强了几分之几和几分之一的联系，首先说明

把每个东西平均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就是几分之一；然后指出几

分之几是由几个几分之一组成的，使学生看到几分之几与几分之一的

区别只是取的份数不同而已。在运用迁移方法的同时，教材同样通过

学生的实际操作，形成几分之几的表象，加深对几分之几的理解。 

 

最后，赵文超主任的讲座《对课堂教学的再思考》，给我们留下

很深的思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数学教师，要进一步理

解“数感”这个词，要注重课堂的数学性，学生的思考性，以及教师

授课的过程性，在传授学生知识的过程中，要合理利用时间，也要舍

得花费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实践。比如：一年级教学多和少时，学



 

 

生早已能动手数出个数再去比较多或少，作为教师，对应思考的渗透

是我们应该教的。 

另外，作为数学教师在课堂上一定不能把数学给教“死”了。要

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这就给我们在教材的运用，课堂环节的设计提出

了要求。赵主任说“从生活中抽出数学，把数学应用到生活中。”让

学生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了数学知识的学习，

掌握了数学，再去解决问题，孩子们感受到数学是有用的，数学真神

奇，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学习了三位优秀教师的课堂展示，又

听了六位出色同仁的数学见解以及专家的讲座，对照自己的课堂教

学，我觉得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并需要去改进与提升:                         

1、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基本功训练，特别是课堂语言组织的能力，既

能做到简洁明了，又能起到正确引导的作用。不重复问题，不重复学

生的话，要在教学重点处重复。 

 2、要对每节课认真做好课前准备，这次听课活动中，教师都能采取

不同的方式创设情景教学，既贴近生活又有创意，一是调节好课堂气

氛，二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只有集中的注意力才是学生学习的最

佳状态。 

3、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中，既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更关注学生之间的合作、探究，让学生在探索、思考中学习，

并对学生的汇报及时评价，尊重学生的答案，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4、多鼓励，多关注每一位学生，使学生课堂活动参与面大，争取让

每一节课都充满活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