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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创设生态和谐的绿色小学数学课堂

文/刘京莉

2010—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北京

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合作共建“石景山区绿色教育

发展实验区”，绿色课堂小学数学改进组是项目的一

个组成部分。“绿色教育”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教育生态系统，系统中不同体制、文化、亚群体和个

人的资源得到善待和激发，同时还致力于自身的构建

与维护。“绿色教育”的4个核心要素为：科学、人文、

健康、可持续发展。绿色课堂改进项目小学数学组从

人文的“绿色教育”入手，三年来，在探索如何以人为

本，体现对生命和生命价值的尊重，全面理解学生，

创设和谐的绿色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

试。

绿色课堂改进项目初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对教材内容的研究，而缺乏对

学生心理状态的了解。课上有师生对话，但一般都是

在少数优等生和教师之间展开，举手发言的学生人数

也不多。针对这种现象，我们随机访谈了一些教师，他

们坦言，并不知道不举手的学生在想什么，有没有困

难，困难在哪儿。因此，我们发现读懂学生是教育教学

的前提。

一、冷静地调节课堂中的不和谐

教育需要用爱心演绎，因为它很漫长；教育需要

耐心发现，因为它很复杂。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

了他们一定会“奏出”与课堂氛围不和谐的曲调。绿色

的数学课堂中，我们需要更加耐心和细心，教育性地

处理这些课堂中的“突发事件”。

北京市石景山区六一小学马老师班上就有这样一

位学生，上课不好好听讲，教师板书时做鬼脸，踩别

人的脚。不但同学不喜欢他，就连很多任课教师见了

他都无奈地摇头。在大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不爱学

习、专门“惹是生非”的孩子。

一次数学课，马老师正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突然有人举起手来：“老师，他不和我们讨论，还在书

上写了好大的一个‘忍’字，足足占了书的一页。”

他想表达什么？他在忍耐谁？通过这个“忍”字，

马老师看得出他讨厌上课，讨厌与同学交流，甚至可

以看得出他更讨厌老师。

怎么办？马老师的脑海迅速闪过一个念头——给

他一个台阶。

于是马老师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解读“忍”

字入手展开了对他的教育攻略：“忍字代表什么？王

小鹏（化名）同学为了坚持上完这节课，告诫自己要忍

耐，只有‘忍’才可能坚持到底，才能学到知识，你们说

他‘坚持’的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马老师的这个举动大大超出王小鹏的意料，他红

着脸悄悄地低下了头。马老师走下讲台，双手把书送到

他的手里，微笑着对他点点头：“你要坚持下去！”他

也笑了，有点惭愧，也有点感激。

身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时刻观察、注意每

位学生的内心世界，对叛逆的学生也不例外。当这些孩

子在课堂上“犯错误”时，教师应该保持冷静，用温和

且有教育性的方法来处理，使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心。

“亲其师，信其道”，学生才愿听其言，遵其嘱，自觉

愉快地接受教师的教诲，教育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尊重学生的不完美 

在我们的课堂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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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时，总是有一些学生，他们的答案往往不完

美，存在着疏漏，但已经接近我们的授课目标，而他们

的不完美，往往是我们这节课生成的起点。绿色教育

强调尊重每位学生，那么，怎样在不伤害这些学生的

前提下，利用这种“不完美”促进课堂的生成和教学目

标的达成呢？

北京市石景山区六一小学的孙老师在上“排一

排，组一组”课时，让学生们用数学卡片“1、2、3”摆出

所有能摆出的两位数并记录下来。

学生1：13，32，21（遗漏）

学生2：12，31，23，33，32，21（33与已知条件不

符）

学生3：12,23，31,21,13,32（乱，没有规律）

学生4：12，21，13，31，23，32（交换数字的位

置）

学生5：12，13，23，21，31，32（固定数字在十位

上）

由于是刚刚接触摆数，有的学生摆多了，有的学生

摆少了，从绿色课堂的角度说是学习结果的不完美。孙

老师问学生1，看到其他同学的意见，你有没有新的想

法，学生1马上补充上几个先前遗漏的数字。学生3用自

己的方法已经摆出了所有的答案，但数字是随机摆出

的，不容易检查是否遗漏数字，而学生4和5采用了“有

序思考”的方法，按各自特定的顺序摆出答案，得到了

教师和同学们的肯定。学生们都展示了自己的意见后，

孙老师再一次关注学生3：“通过刚刚的交流，请你再

重新摆一次，你会怎么摆呢？”学生3调整了自己的方

法，有序地摆出了所有的两位数。孙老师表扬了学生3，

她很开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样的设计，既保护了

学生的自信心，又给予学生积极思考的机会，让学生体

会到“有序思考”的重要性。

虽然有的学生的回答不完美，但它是学生认知发

展阶段的一个真实事实。尊重学生的不完美，引导学

生自己发现问题，鼓励学生相互拾遗补缺，让学生认识

到：排列数字时要有一定的规律和顺序，才不容易将

数字丢掉和重复。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引导是一种有效的教

学力量，协调着课堂教学中各种教育因素，影响着学

生的智力活动与学生的发展。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学

生的情感状态体现了整个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因

此，在绿色的课堂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理解学生，因

势利导，让学生在动态的绿色生态环境中得到发展。 

三、为“中间沉默层”创造机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小学的王老师发现了这样一

种现象，教师们在课堂教学中很关注优秀生，也很注

意后进生，但却很少关心中等生，致使中等生在课堂

上形成了“中间沉默层”。作为这种特殊阶层，他们上

课时在想什么？

在一节公开课后王老师问学生小萌：“今天课上，

老师好像一次也没看到你举手，是不会吗？”小萌回

答：“其实今天学的内容我都会了，特别是老师出的求

两个长方体表面积的题。我当时就拿出了两个大小一

样的作业本，摆了摆，发现把两个长方体最大的面放

在一起，长、宽都没变，高是原来的两倍。我还在思考

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出了求两个长方体表面积再减

去两个最大面的方法，我觉得我的方法比他的简单，

但我还没有算出数来，也不确定对不对，不敢举手回

答。当老师第二次问有没有其他方法时，后面的同学

说出了和我一样的想法和答案，老师表扬她很会动脑

筋，善于思考。我特别自豪，觉得自己做对了，但又后悔

不是我先说出来的。”

这是小萌的想法，其实也是很多学生的想法。这

些学生，有的是由于思考时间不够，被反应快的同学

打断了思路；有的是不够自信，不确定答案是否正确，

不敢回答；有的是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有的是有思想

但不会表达；有的是缺少向上的积极性，上课随波逐

流，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教师在绿色课堂中，应该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教

师的主导作用，针对“中间沉默层”学生的个性特点予

以指导。如：教师提出问题后，不要叫马上举手的人，

而是给一定的时间，当举手的人多时，再请学生回答；

当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不急于进行下一环节，而是启

发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思考方法。总之，在课堂上，

教师不要急于肯定一种答案，也不要急于否定一种答

案，而要给学生多一点的思考时间，让每一个有思路的

学生都能自主地建构知识，张扬个性。教师要保护学

生的自尊心，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可以在小组讨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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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生做练习时，给予这些学生一些暗示，帮助他们

肯定自己的答案；对于缺乏参与意识的学生，教师可

帮助他们设立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激发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关注“中间沉默层”的崛起，已经是绿色课堂

小学数学研究组成员的共识，并付诸具体行动。

四、完善成绩优秀生的个性品质 

每个班级中都有这样的孩子：他们思维敏捷、聪

明能干，常常得到教师的表扬；他们成绩优秀，总保持

在班级的前几名；在喜欢的数学课上，他们乐于表现

自己，积极举手发言。这些可以算是数学上的优等生，

他们常常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数学直觉也比较灵敏，经

常能在数学课上“大显身手”，并得到教师的表扬和

同学们的尊敬。这种优越的感觉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

个性心理特征，多数优等生显得有些骄傲，不爱与其

他同学合作，有的甚至任性、自私、傲慢。

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孙老师安排了一个学生小组合

作活动，孙老师发给每个小组三种颜色不同长度的小

棒，要求拼插出两个不同的长方体和一个正方体。一向

善于表现的小宝想都没想独自揽来了大部分的小棒拼

插长方体，任由另一位组员怎样要求，都坚持不让出他

手中的小棒。最后他们小组虽然拼出了教师要求的长

方体，但剩下的小棒已经拼不出一个正方体了。

课下，孙老师和小宝谈话。首先表扬了他迅速拼

插出两个长方体的成绩，然后帮他分析另一名组员非

常周到的想法。原来组员早在拼插前就计划好了，拼

插正方体的小棒必须长度相等，应先从这一特殊性

入手，拼插出正方体，然后再拼插小棒不全相等的长

方体。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们拼插顺序的不

同，但是一个小组只有一套学具，如果小宝的“直觉”

加上另一名同学的“周到”，就能最好地合作完成任

务。

不同的优秀生有不同的特点和长处：有的优秀生

思维活跃，反应较快，但考虑问题欠周到，缺乏深度；

有的优秀生较细心，善于总结、归纳知识，但只局限于

课本的知识，缺乏大胆质疑；有的优等生习惯于被教

师表扬，积极上进，但却不能与人沟通、合作。对于他

们每个人的特点，教师应该分别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

使他们扬长避短。

在提倡“绿色教育”的今天，教师要大力发展优

秀生的数学思维。客观上，优秀生带动了全班的学习进

程，对教师的教学有极大的帮助，同时，我们也一直在

探索、实践帮助优秀生完善个性品质的途径。

绿色代表自然，绿色课堂亦指师生之间的生态和

谐。小学特别是中高年级以后，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差

异就会显现出来，“绿色课堂”致力于教师读懂学生，

相信、理解、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差异，师生之间心与心

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马赞）

同时，也有了更高的理论基础做支撑。此次课例研究

活动，不管是做课教师还是听课评课教师，都受益

匪浅。就像贾老师在此次课例研究结束后这样说道：

“作为一位年轻教师，专业化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的机会更是十分难得。这次课例研究活动虽然结

束了，但对我职业认识、发展的改变和自己专业的方

向都是一个全新指导。经过这四次讲课，我的课堂语

言得到有效改善，语言精炼，提问减少，问题有效，教

学更加顺畅。”通过此次课例研究，教师们都意识到

应该以此次课例研究为契机，多学习，多思考，把压力

变成动力，这样才能在教师专业化道路的成长中走得

更远，飞得更高。

最后，在此次课例研究中，笔者的另一个角色是

收集整理教师们的分析反思，以及阅读各位教师及领

导专家的发言。对笔者来说，这是一次头脑风暴、学习

风暴。虽然这一个月过得不轻松，但我们也体会到了

收获的快乐和成长的喜悦，同时也为我们这支团队中

平时所没有发现的教师们的潜力和闪光点而感慨和感

动，希望每位教师能把自己身上的潜力变成动力，使自

己成长得更快。

（作者单位：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第四小学）

（责任编辑：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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