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的数学绿色课堂，“尊

重学生和教师的生命体验，遵循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

和教育规律川“，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重新

认识课堂，焕发课堂教学的生命力。所谓数学课堂的

动态生成，就是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从学生已有

的知识、情感、兴趣、需要出发，根据学习实际情况，

生成新的超出原计划的教学资源，在开放、自主的学

习共同体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生成，并不否

定预设，没有精心预设的课堂缺乏方向感，不能开展

高效有序的课堂教学。从生成的资源来看，绿色数学

教学课堂的动态生成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即内容生

成、方法生成和情感生成，这也是评价绿色数学课堂

是否生成有价值的教学资源的主要维度。下面结合北

京市石景山区的教学案例——“走进轴对称图形”对

三个维度进行简要说明。

一、内容生成

实际数学课堂中教学内容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

和不确定性，预设的内容或因没有时间而被删减，或

因活动的需求延伸出新的教学内容，这就是教学内容

的动态生成。一般来说，教师主要通过对意外资源和

错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促进教学内容的生成。

首先，教师是否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意外资源是评

价内容生成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数学教学不是一个封

闭系统，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也经常会有

“灵感闪现”，致使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状态和学习

氛围随之发生变化。事实上，意外事件蕴含着教育、教

学的契机，是课堂教学中的“生成点”。因此，在实际

教学中教师要正视意外事件，敏捷地捕捉学生在课堂

稍纵即逝的变化，及时地进行价值判断，适时地调整

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促进课堂“精彩”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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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走进轴对称图形”教学中，教师编制了图

案设计问题：图中方格上有三个点A、B、c，要求做一个

多边形使这三个点在这个多边形的边上(包括顶点)，

且多边形的顶点在方格的

交点上。要求学生设计的图

案分别满足以下条件：中心

对称图形但不是轴对称图形

(甲图)，轴对称图形但不

是中心对称图形(乙图)，

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

对称图形(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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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完成图案设计并进行小组讨论后汇报成

果，部分学生的作品如下：

已学图形的性质进行图案设计，这一点教师给予了关

注，及时追问：已学习的几何图形中哪些只是轴对称图

形，哪些只是中心对称图形，哪些既是轴对称图形又

是中心对称图形。学生思考片刻后，回答：等腰梯形、

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只是轴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只是中心对称图形；圆、矩形、正方形、菱形既是轴对

称图形也是中心对称图形。事实上，教师预设此问题

的目的是让学生感知对称，加深对轴对称图形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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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图形的认识，并没有设计依据对称性将基本图形

进行分类的内容，但在学生展示过程中，教师及时抓

住此生长点，生成了从对称性角度分析图形性质的内

容。这样，突如其来的“延伸”就生成了有价值的教学

资源，即将对称性与图形的基本性质联系起来，促进

学生对图形与对称性的深入理解。

其次，数学教学中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是评价教

学内容生成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实际教学中学生的

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错误既是教学真实的再

现，也是一种“动态生成”的资源。布鲁纳说过：“学

生的错误都是有价值的幢o。”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不

要轻易否定，要进行分析与价值判断，挖掘一些或具

有典型性，或具有教育价值，或能促进资源生成的错

误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巧妙的点化、积极的引导，形成

教学的互动性资源。

例如在方格纸中画出已知图形经轴对称之后的

图形，学生将其错画成平移后的图形。此时，教师并

没有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也没有急于按教学流程进

行轴对称性质及特点的探索，而是让学生讨论交流，

发表各自的观点。在此以后，教师利用几何画板，对

轴对称的定义进行再次分析，同时简要给出了平移

的定义，即生成了新的教学内容——“平移”，并让学

生对轴对称与平移的异同进行比较。此过程中，教师

抓住了学生的错误资源加以利用，及时调整了教学思

路，生成了新的教学资源，并引领学生对易混淆的概

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加深了对轴对称图形的认识和理

解。但应注意，防止走入“凡错误都是教学资源”的

误区。

二、方法生成

在教学中，方法可以是教师教的方法、学生学的

方法，可以是师生交流信息、相互沟通的方法，也可

以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其中，解决问题的具体方

法的生成是数学课堂教学中最普遍、最常见的生成资

源。由于问题的开放性和数学思维的多样性是混在一

起的，因此，问题解决方法的生成并不是随意的、自发

的课堂行为，而是需要教师通过设置隐含丰富数学内

容和数学思想的开放性问题，调动兴趣，引发思考，激

活思维，驱动学生主动投入到问题解决中，促进解决

问题的不同方法的探索。

例如“走进轴对称图形”中教师提出图案设计问

题，要求学生写出图中

阴影部分的两个共同特

征，并根据自己提出的共

同特征在方格纸中设计

一个美丽的图案。学生

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

自主设计图案，部分学

生的设计作品如下。

隅，网
霞回

生1：特征l面积相等，特征2轴对称图形。设计图

一o——

案赴．：j芰

生2：特征1轴对称图形，特征2中心对称图形。设

，1『一

计图案是I■r．

生3：特征l面积相等，特征2轴对称图形。设计图

案是

生4：特征1中心对称图形，特征2面积相等。设计

一’■‘

图案是豳
生5：特征l轴对称图形，特征2中心对称图形。设

计图案是鼢

此案例中，由于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个性

差异，设计了开放性问题，给学生提供了施展个性和想

象力的平台，激活了学生的思维通道，全班学生才设计

出互不相同的、变化多样的图案，才生成了解决问题的

不同方法。这不仅为学生创造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

思考问题的机会，提供了从静态观察到动手操作，从

机械模仿到探索创新的历程，还促进了学生空间观念

和创新意识的发展，而且促使学生从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获得了成功的体验，推动了数学课堂教学的动态生

成。此外，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学生的不同思维方式，有

的侧重于欧氏几何，将面积相等作为图案设计的出发

点；有的关注于变换几何，将对称性作为图案设计的

出发点。这为教师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方式和

创新能力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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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感生成

针对生命性特征的情感生成是指在课堂教学中，

师生间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升

华和生成。在以往教学中，教师更强调预设，缺乏与学

生的心灵沟通与情感交融，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更谈不上情感的生成。随着数学课程改革的实

施，数学教师的教学观已发生了改变，认识到情感是

数学课堂有效教学的内驱动力，重视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的正确指导。但学生的情感不能自发地形成，教

师需要在认知、交往和审美活动中激活学生的感性积

累，将其内化为积极的情感体验，以生成正确的态度

和价值观。

例如“走进轴对称图形”中设计拓展练习——征

集班徽设计图案：同学们，请不要停止探究的步伐，用

你的知识和审美为班级设

计一个美丽大方的班徽。

作品要求：①对称图形：

②美观大方。学生的设计

作品中都用文字简要解释

了班徽的寓意，其中3份

作品及文字说明如下。

图案1是以明珠为中

心散发出的火焰，其中4

条飞龙表示同学

们奋勇争先、奋发

向上：左右两边的

两条飞龙组出“3”

字，再加上中间的

图案1

图案2

“十”字，表示是三年级十班。

图案2中翅膀表示我们要展翅翱翔，顶部的方形

代表庄严，是教师，而周围的菱形代表活泼，是同学

们。

图案3中下面

的两片叶子代表

教师，书代表学到

的知识，幼苗代表

同学们。寓意是教 图案3

师的双手托着学生成长，使学生们学到许多的知识，

让学生从幼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

本设计，教师构建了一个有利于“生成”的具有自

我生长性的环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深入理解和应用

对称、旋转、平移等几何知识的平台，更提供了促进学

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发展的机会，学生真

诚地抒发了对班级的情感，促进了情感的生成。这种

情感生成是由内向外的发展过程，既出于对理性知识

把握所获得的成就感，更多的是由于教学内容中蕴涵

的情感而生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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