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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基础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的稳步推进，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学生学习方式

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变革正悄然对教师教学产生影响，并给教师

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主动运用个体知识经验，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充分彰显教学智慧的巨大魅力。教学智慧对教师、课堂和学生有

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教师形成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与

创新能力，有助于形成优质课堂。面对教学活动的复杂性，教师必须积极适应变化，

用教学智慧营造理想课堂，提升自身专业水平，让智慧回归课堂，重塑教师形象，

这应成为每一位教师孜孜以求的理想与愿景。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笔者了解到，目前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分析教学

智慧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等，缺乏针对实际教学过程的深入分析。

为此，本论文立足于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实践，采用文献法，对教学智慧及其相关

概念进行界定，运用个案研究法，对太原市九一小学的某数学老师进行个案研究，

运用访谈法，对教师关于教学智慧的认识进行分析。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的

“四基”为载体，对教学智慧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表现及生成进行分析，总结出教

师教学智慧生成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并将其运用在实际教学中。

关键词：教学智慧；个案研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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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s advancing steadily in full swing. A
series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teaching
content,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These changes are
quietly influencing teachers' teaching and bring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eachers' teaching. In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pply individu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great
charm of teaching wisdom. Teaching wisdo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eachers, classrooms and student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classrooms.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ity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must actively adapt to
changes, use teaching wisdom to create an ideal classroom,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let the wisdom return to the classroom, reshape the image
of teachers, which should become the ideal and vision of every teacher .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mo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wisdom,and lack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Therefore, this topic based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define teaching wisdom and related concepts.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a mathematics teacher in JiuYi primary

school in Taiyuan city was studied.Based on the "four base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and formation of teaching wisdom in primary mathematics
class,and summari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aching wisdom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its use in the actual teaching.

Key words: Teaching wisdom; Case studies; 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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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1.1.1 课程改革对教学智慧的呼唤

从建国起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机

制。最近一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生在 21 世纪初，目前已进入一个全面推广阶段。

鉴于此，我们将从中国的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脉络，探索其与教学智慧的紧

密联系。

我国第一次课程改革进行于建国后至 1952 年，此次改革主要处于新中国成立的

背景之下，通过借鉴苏联课程体系，对课程、教材、学制进行了重新规定，与国家

的发展需求相一致，但由于盲目借鉴苏联经验，以至后期出现“排异反应”；第二次

课程改革进行于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此次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整顿、巩固和发展中

小学教育”，从 1953 年颁布的《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已

意识到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及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对教学方法、管理等方面

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第三次课程改革受“大跃进”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

坏，课程和学制缩减，至 1961 年，国家出台八字方针，教学慢慢步入正轨；第四次

课程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教育再一次进入混乱状态，没有了统

一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与其说是一场课程改革，不如说是对教育的一次严重践

踏；第五次课程改革进行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开始了对教育领域的拨乱反

正，教育部重新编订教育大纲和新教材，学制调整为十年，全国基础教育开始走上

正轨；1981-1985 年进行了第六次课程改革，经过拨乱反正的几年调整，教学计划、

教学大纲、教材等进行了重新编订，我国的基础教育状况得到明显好转；1986—1996

年进行了第七次课程改革，颁布了五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设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打破了只设置国家课程的单一固定模式。①

进入 21 世纪，面向未来必须着眼于改革和创新，我国于 2000 年开始了第八次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这次改革对课程内

容、课程目标、课程政策等都有了创新和发展。课程改革不仅仅只是理念上的表层

改变，更需要深入到内核。约翰·麦克尼尔认为课程改革是一场价值观变革，改革

的不仅仅是课程的结构、形式与体系，更深层的则是对教学观念的改变，所以课程

改革与教学息息相关。课程改革对教师教学智慧有着较高的要求，教师对课程改革

① 李泽宇.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适切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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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只停留在认识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内化于心，将所知所想所悟浸透在实

践教学中。课程改革理念对教师教学智慧的要求表现在教学设计、课堂组织、作业

布置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精心设计与安排，体现了教

师教学智慧。

1.1.2 从“知识者”向“智慧者”转变的呼唤

不同时代对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同。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师道尊严”，到近代社会

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再到现代教师的多重角色设计。当代教师需要从“知识者”的

角色身份向“智慧者”转变，进行探讨时需先研究二者的内涵，做出专业的衡量标

准，然后再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知识者”是教师的传统身份，即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在早期社会、封建社

会，再到工业时代，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方式较为单一，教师成为社会知识经验最

有权威的“发言人”，而学生便是他们知识传输的容纳器，教师在学生的学习中处于

主导地位。

“智慧者”是指教师是学生智慧的引导者，自身智慧的反思者。“转知成识，转

识成智”，这是当代教育价值的基本走向。三者的转换并不是线型的从“知”到“识”，

从“识”到“智”，我们不能将它们完全割裂，而是需要达到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结

合。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拥有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对社会现

象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对自身发展状态有积极的审视，实现灵魂的转向、

智慧的生成，学生“转识成智”成为当代教师的主要使命。当代教师已不再是“蜡

烛、园丁、人梯”等隐喻的“知识传授者”形象，“智慧型”新教师形象已成为新的

追求目标。

叶澜教授对“新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发展提出，要求培养富有创造性的新人。

教师的教学智慧不是拿来主义的固化模式，而是需要教师依据自己的教学理念、个

性化思维，将一般的教学问题抽离出来，加入自己灵活机动的、富有教学艺术的实

践智慧，处理不同的教学情境，升华为自己的形态。

1.1.3 优质教学的内在需要

优质教学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优质教学”是需要教学

的各个要素之间合理调配资源，作用得到最优发挥，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

新人才的目标。其中优质教学的核心是学生的优质发展，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优质

教学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教师是学生的重要他人，学生的发展与教师的专业素质与

能力息息相关，优质教学对教师教学智慧在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方面提出了较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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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在学科素养方面，教师要有扎实博学的学科知识和独到深刻的教材理解能力，能

够站在宏观的角度，将看似独立的知识进行联系，将碎片知识整体化。教给学生一

杯水，教师需要储备一桶水，教师的广博知识不仅仅是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已获取的

内容，知识学习是终身的事业，教师需要在不断学习中对大脑中的知识进行不断更

新调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的发展与变更，由此，学生才能获得最新的知识，

做新时代的学生；在教学素养方面，教师善用启发、激疑、诱导、鼓励等方法来调

整课堂氛围，用教学智慧处理课堂突发情境以巧妙化解课堂问题，将课堂处理得“活

而不乱、实而不死”，使教学意义不再仅仅局限于短短的 40 分钟，学生的有效学习

时间得到隐性延长。实践证明，教师专业的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是课堂教学充满智

慧的根本前提。

我们期待这样精益求精、活泼生动的优质教学课堂，我们期待有深刻见解、充满

智慧的教师队伍，这将有助于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新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

学生的优质成长和教师的专业素养的提升。

1.2 研究意义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心理学和教学哲学等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科

学方法论构建教学智慧的整体分析框架，通过对教学智慧个案分析，探寻教学智慧

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我国从本世纪初才开始对此范畴进行研究，在理论方面尚

不完善成熟，笔者尝试为教学智慧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以期丰富教

学智慧理论，对教学实践予以理论借鉴。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以理论为指导，着重对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教学智慧的表现及生成进行研

究。笔者深入到小学数学课堂的第一现场，记录观察并总结分析名师的教学智慧，

以六个教学案例为研究对象，为教师提供实践借鉴，有利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亲临教学现场，丰富了自己教学阅历，为以后走向新的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研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实践于教学，发展于教学，应用于教学，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有助于一线小学教师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教学智慧，并逐步

养成富有个性的教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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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文献综述

1.3.1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1.3.1.1 国外学者关于“智慧”的界定

关于智慧，西方哲学家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怀特海等人认为智

慧是人们的普遍认识，是对人有益、使人完善，获得自由的一种掌握知识的方式，

是最大的真善美。

从心理学视角审视智慧的生成，巴特斯等学者专家认为，智慧就是适应，是有

机体与环境作用之间所达到的一种平衡，是一种组织的心智判断，是对不确定因素

的判断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1.3.1.2 国外学者关于教学智慧的相关研究

国外早期关于教学智慧的研究中，最初并没有形成“教学智慧”具体的概念，

只是一些相关思想，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是对教育技巧

提出相关论述，认为其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些都是有关教学智慧溯源思想，

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理论。第一次提出教育智慧是加拿大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

他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提到了“教育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教师

与学生相处时的关心取向上。”
①
首次提出了“教育智慧”、“教育机智”等词，开

始了教育智慧相关概念的研究。

1.3.2 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1.3.2.1 国内学者关于“智慧”的界定

1.相关工具书对“智慧”的界定

《汉语大字典中》把智慧解释为“聪明。”②如《孟子·公孙丑上》：“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辞海》把智慧解释为：①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

②不仅要达到对真的把握，而且还要体现对善和美的追求”。

王同亿主编的《英汉辞海》中对智慧的解释为：“积累的见闻、哲学或科学的

学问知识，积累的专门知识或本能的适应；学识的明智运用，识别内部性质和主要

关系的能力；判断力；心智健全。”这一解释的内容较为丰富，认为智慧一种知识，

不仅仅对知识的认识，同时也包括对知识的运用。

2.国内学者对“智慧”的界定

①
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② 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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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第一次对“智慧”做出明确的界定是汉代的贾谊，“深知祸福谓之智，

反智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

钱学森对智慧的理解为，智慧并不仅仅是知识，而且需要对知识进行应用，解

决实际问题。冯契认为，智慧是“以道观之”，即达到物我合一至高精神。李泽厚

认为智慧是人内心的一种心理结构或精神力量。

1.3.2.2 国内学者关于教学智慧的相关研究

据笔者所了解，时间限定为 2000-2019 年，在 CNKI 收录的文章中，以“教学智

慧”为关键词，查找该范围限定的期刊文章，得到 188篇核心期刊文章。在“CNKI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教学智慧”为关键词搜索博硕论文，

搜索到 140篇硕士论文，39 篇博士论文。由此可见，有关教学智慧问题的研究在国

内已经不少。

二十世纪末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教学智慧内涵的研究，研究学者较少，如赵建

军于 1999年发表《教学智慧内涵界说》。进入二十一世纪，2001 年至 2005年，研

究内容得到拓展，此阶段的研究内容从对内涵的研究发展到对教学智慧生成的研究，

同时开始从教师专业发展角度研究教学智慧，虽然对教学智慧生成并没有提出建设

性的策略和建议，但有了实质性的飞跃，如徐继存的《论教学智慧及其养成》、郑

金洲的《在研究中成长--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研究与专业发展》等。从 2005 年至今，

教学智慧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如雨后春笋，呈现一片勃勃生机，对教学智慧

的研究更加多元，对内涵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了对教学智慧特点、类型与影响因

素、生成过程等的研究，如杜萍的《论教学智慧的内涵、特征与生成要素》、胡芳

的《教学智慧的三种特性》、刘爱的《教学智慧之生成过程初探》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梳理，国内对教学智慧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关于教学智慧含义的研究

国内关于教学智慧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1999年我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开始了关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关系、教师专业技能的培养、教

师实践性知识的功能和生成机制等研究，其中作为教师专业发展核心内容的教育智

慧，也成为讨论的焦点。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启动，对教育实践智慧、教师智慧和教学智慧等范畴的内涵、构成要素、特征

等的探讨逐渐增多，其内涵和结构逐步得以揭示，同时研究的主题、视角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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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元化、成熟化。

教学智慧在《教育大辞典》中被定义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

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
①

王鉴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判断、处理教学中不确定情境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

能力。”
②
吕建国、吴红华等人认为教学智慧从本质上一种是教育智慧，是其在教学

中一种表现形式。

2.教学智慧类型的研究

王鉴认为，“教学智慧的类型根据其复杂程度可分为经验类教学智慧和创造类

教学智慧。”
③

闫艳认为，“从教学智慧存在的方式来看，教学智慧分为显性的教学智慧和隐

性的教学智慧两种类型。”
④
所以，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的一种高

水平的综合能力。

1.3.2.3 国内教学智慧生成的相关研究

1.“生成”内涵的研究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把“生成”解释为产生、形成，体现事物发展的过程性，

而教育学意义上的生成强调的是“预设”。本文中的“生成”，既有课堂中精心预

设的好的内容，也有在课堂中随机发生，非预设的情形。

2.关于教学智慧生成的相关研究

通过阅读、查阅文献资料，笔者得出：已有关于教学智慧生成的研究主要从生

成的影响因素、途径和策略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影响教学智慧生成因素的研究

田慧生认为，“传统的经典教学体系的束缚，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功利性取

向，教师习惯工作方式等因素影响了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
⑤

代建军认为，“在教育实践中，教育传统的羁绊、教育惯习的束缚、教育偏见

的禁锢，却成为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阻抗因素。”
⑥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研究课堂教师教学智慧的影响因素应该从主观和客观

两个方面进行。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教师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客观因素主要包

①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716 .
② 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课程·教材·教法,2006,6,23.
③ 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课程·教材·教法,2006,6,23.
④ 闫艳.对教学智慧的再认识.教育发展研究,2008,10,76.
⑤ 田慧生.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及智慧型教师.教育研究,2005,2,50.
⑥ 代建军.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阻抗因素.课程·教材·教法,201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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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当前评价制度、学校管理体制、学校文化氛围。

（2）关于教学智慧生成策略的相关研究

关于教学智慧生成的策略，陈敏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正反两方面选取初

中语文典型教学案例进行分析，认为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需要具备教育教学的相关

理念。田慧生则从教师自身方面出发，提出教学智慧生成的策略。王鉴教授认为对

于复杂的教学智慧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养成较高层面的教学智慧：“第一，

理解教学艺术的创造性内涵。第二，重视教师的实践缄默知识。第三，提高教师的

教学研究能力。”
①

1.4 研究设计

1.4.1 研究对象

1.4.1.1 太原市九一小学介绍

太原市小店区九一小学创建于 1949 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前身为太行

育才、太岳育英学校，山西省政府成立于九月一日，为表纪念，因此命名为九一小

学。该学校是山西省的优秀实验单位、德育示范校等，曾获多项荣誉。

1.4.1.2 S 老师介绍

初见 S 老师，她穿着素雅的蓝色长裙，简单的初见问好之后，她带我参观了办

公室，介绍了她的主要工作，她不仅仅是一名数学教师，还是教导处的一名工作老

师，平时工作较为繁忙，客气的跟我说，以后需要我帮帮忙。在刚开始的听课阶段，

对 S 老师了解并不多，到实习后期，才发现 S 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享有众多荣誉

的优秀小学数学教师。

S 老师出生于 1981 年，本科学历，2000年至 2002年任职于一所乡镇中学，2002

年 9 月至今，一直在九一小学任教，在教师岗位上风风雨雨已经走过了 18个年头。

她是一位经验丰富、成果颇丰的专家型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为中小学一级

教师，曾获山西省教学能手省优质课二等奖等荣誉。发表的《上好数学复习课的几

点思考》论文，获山西省教学科学“十二五”规划指令性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作

为山西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培养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实践研究——

小学生数学运算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课题，获山西省教育学会优秀集体。作为太

原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成员，研究的课题获市教育局优秀成果。

曾担任教师培训教学任务，参与了公开课、示范课及送教下乡等公益性教学活动，

① 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课程·教材·教法,200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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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校本研修及指导青年教师等活动。S 老师多年担任九一小学“青蓝工程暨师

带徒活动”师傅，培养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级比赛，获省市区

各级荣誉。每学期初在“新教师培训”“学科教师培训”“新生家长培训”等活动中，

多次承担培训工作。

教师的教学智慧与教师的工作经验、专业素养息息相关。通过对 S 老师的工作

经历、教学荣誉及活动参与的研究，帮助笔者更深入地走进她，更好地进行教学智

慧研究。

1.4.2 研究内容

本论文主要围绕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主题进行研究，首先阐述了研究的

缘起、方法、目的及意义，以及对教学智慧的相关研究综述。其次，对教学智慧生

成的相关概念的阐释。然后，选取了 S 老师的六个案例，以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

标准中的“四基”为载体，分析教学智慧的呈现及生成。最后，对教学智慧生成的

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进行总结，并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反思。

1.4.3 研究方法

1.4.3.1 文献法

文献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研究的主题，搜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基于教学智慧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生成与彰显的现状，搜集国内外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

学、哲学等相关文献进行研读，以了解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

析，对教学智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1.4.3.2 个案研究法

笔者收集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九一小学某数学老师的实录，从中选取优秀案例，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个案研究法。通过探讨个人独特的行为，

深入了解其行为表现的背景和成因，从而得出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本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法，有目的选取小学教师 S 老师作为研究对象。选择 S 老

师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笔者在向校长陈述了自己研究的核心“小

学数学教师的教学智慧”后，校长推荐了 S 老师。第二，在对 S 老师进行观察后，

她的确是一名具有教学智慧的老师。第三，S 老师有着丰富的小学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并取得过较多荣誉，是一位专家型教师，获得了领导和同事高度的认可和赞扬，这

更激发了我对她研究的兴趣。

1.4.3.3 访谈法

访谈法是研究者进入现场与研究对象进行直接交流获得资料的一种直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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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需要用客观、不带有偏见的问题进行访谈，以获取更加准确的一手事实资料，

这种资料获取的方式更加生动。笔者设计有针对性的访谈问题对太原市九一小学某

数学老师进行访谈，探索对教学智慧的认识及生成原因与过程。

1.4.3.4 课堂观察法

课堂观察法是研究者在课堂上将课堂中发生的教学过程客观、全面地进行观察，

并进行记录。在观察过程中，研究者思考其发生过程。结束后，对课上观察进行记

录，并做分析总结。在观察初期，主要进行课堂素描，课后对其进行整理与补充，

在观察的中后期，借助于手机录音等工具，使课堂观察更加全面、完整。在课堂观

察中，共收集有效课例 3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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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概念界定

2.1 教学智慧的诠释

谈到教学智慧我们并不陌生，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学智慧已经成为

形成优质教学的必然要求。教学智慧是一种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对人文社科的研究，

并不仅仅是化繁为简，还需要厘清教学智慧的内涵、特点和价值，这是我们研究教

学智慧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2.1.1 教学智慧的内涵

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在课堂中的运作效果成为课程改革主要评价方面，

而课堂教学作为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愈来愈受到关注。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实施

者的课程理念，及对课程方案的见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①这里的实施者广义

上可理解为教师，教师是实现从教学实践到理想课程改革的转化者，而教师的教学

智慧是成功转化的必要条件。教学智慧的理念价值、实践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众多

学者关注的焦点。要研究什么是教学智慧，应先从什么是智慧说起。

关于智慧，汉代的贾谊，首次对“智慧”做出了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

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

到了近代，对智慧有了新的的理解。钱学森对智慧的理解为：“智慧并不仅仅是

知识，还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②对智慧的理解不再停留于对知识的掌握、人

类的聪明才智，而是认为智慧是对知识的运用，将知识内化于心。

教学智慧的内涵目前有多种解释。但可以分为以几种类型：

其一，非预设、复杂情境下的教学智慧。徐继存教授认为“教学智慧就是在具

体的教学实践中严格遵守预设的教案教学是不存在的，课堂教学随时都会出现突发

事件，面对新问题、新情况的随时出现，教育者必须能当机立断，急中生智，准确

迅速的作出判断并处理，避免课堂教学的不协调性。”
③

其二，认为教学智慧与教育智慧为相关概念。吕建国等认为“教学智慧从根本

上说是教育智慧，是教师在课堂中发挥出来的教学机智。”④

其三，认为教学智慧是一种艺术。王鉴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判断、处理教学

①李泽宇.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适切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
②陈华新.集大成谈智慧---钱学森谈智慧.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67.
③徐继存.论教学智慧及其养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30
④吕建国,吴红华.教学智慧:现实审视、理论界说和实践探索.江苏教育研究,2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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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确定情境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能力。”
①

关于教学智慧的概念界说较多，本人将借用林存华的观点“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

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敏锐机智并高效便

捷地应对教学情景而生成的一种达到融通共生、自由和美境界的综合能力。”教学智

慧不仅仅只是体现于对课堂中未预设的突发情境的处理，还体现在教师教学的各个

环节的中的教学“亮点”，可以是非预设机智，也可为预设机智，将敏锐机智应用到

教学情境中，使师生课堂达到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

2.1.2 教学智慧的价值

2.1.2.1 有助于形成教师批判性思维

谈到教学，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对学生的意义与价值，而教师是教学事件得以发

生的奠基人，教学智慧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学生，对教师的成长与素养的提高也大有

裨益。

从教学智慧的知识类型出发，教学智慧是一种缄默知识，而缄默知识是相对于

客观知识的一种知识存在。教师对“知识”的理解多为客观的、社会的、公共的，

而当个体对经验的总结概括和反思与“主流知识”存在差异时，多会选择“妥协”。

教学智慧就是让教师树立起信心，通过自己的总结，敢于向“主流知识”提出批判，

使教师也有可能将自己的经验转变为知识。

2.1.2.2 有助于形成优质课堂

优质课堂是指“能够生成优质课堂文化、形成有效的课堂组织与教学，使课堂

发挥多种功能并完成任务，最终使学生达到三维目标，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②
优质

课堂中的课堂文化、教学、组织形式等是需要多维度主体进行建构，其中教师的作

用不容忽视，目前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要达成一系列的目标，需要教师的教学

智慧。

形成优质课堂才能形成优质教育，优质教育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化。在三

者的转化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实施者，教学智慧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优质课堂中需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高境界的“四高”，要求教

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教学智慧的施展者。优质课堂，不仅仅形成了优质学生，

也造就了优质教师。

①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课程·教材·教法,2006,6,23.
②纪德奎.优质课堂研究的价值、进展与愿景.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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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教学智慧的特点

2.1.3.1 不确定性

教学智慧发生在课堂中，在课堂中教师不一定会按照预设情境授课，学生的先

前经验、语言表达、思维运转等方面是不确定的，课堂中的硬环境也是会发生变化

的，无法预设课堂中出现的一切活动，教师会根据课堂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凸显教

师非预设的教学智慧。

2.1.3.2 独特性

教学智慧是教师对自身教学经验的总结概括与感悟，具有独特性。由于人的个

体差异性，每位教师的生活经验不同，教学经历不同，对教学的体会感悟也会有所

差异。虽然，在教学活动中经常有对名师课堂的学习与借鉴活动，但是名师对课堂

的展示在每位教师心中都有不同的量尺，每位教师所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所吸收

内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形成于内心的教学智慧也不尽相同。

2.1.3.3 情境性

教学智慧发生在教学的情境中，发生在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中，有学者说“教学

智慧是跳跃在教学情境中的燧火”
①
，即使教师有再多的先进教育理念，没有实践于

一定的课堂中，也只是纸上谈兵、花拳绣腿。

2.1.3.4 缄默性

“缄默知识”最早由英国思想家波兰尼提出，“缄默知识”是与显性知识相对而

言的。指人类知识中无法言传或不清楚的知识。”
②
教学智慧较为隐蔽的存在于人们

的认知中，具有一定的私人性。作为一种缄默知识，教师需要在自己的亲身教学中

感受教学、体悟教学、反思教学和总结教学，从个人经验到教学智慧知识，教师需

要努力构建个体的知识网络，使教学智慧不仅仅是停留于个体头脑中碎片化经验，

而是上升到结构性的知识高度。

2.1.4 教学智慧的相关概念

2.1.4.1 教育机智

对教育机智的解释，在《中小学教育词典》中，对机智的解释为“教师在具体

教学情境中，面对突发情况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敏感迅速而准确的判断和反应能力。
③
”

指人们在处理事务时随机应变的能力。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教育机智是“能使教

①黄伟,谢利民.教学机智:跳荡在教学情境中的燧火.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1,60.
②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36.
③江铭,叶澜.中小学教育词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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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不断变化的教育情境中随机应变的细心的技能。”
①
笔者认为，教育机智是在某

种非预设的教学情境下，教师运用教育思维能力处理教育事件的能力，是一种瞬间

性的临场智慧，与大多学者的“能力说”看法一致。

教育机智对教师的专业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申斯基说过，“不论教育者

对教育学理论研究得怎样，如果他没有那种所谓的教育机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良好的教育实践者。”
②
教育机智是没有具体的行为标准，但有实施结果的艺术。

2.1.4.2 教育智慧

田慧生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教育理念、知识学养、情感和价值观、教学机智、

教学风格等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具有更广泛的涵义。”
③
教育智慧不是多种知识

简单堆砌，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多种因素熔铸的合金。

叶澜教授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进行教育的一种能力。教学智慧与教育智慧的二

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范畴不同，教学智慧侧重于教学情境中的智慧，而拥有教育智慧

的教师可以使教学意义跳出课堂的小圈，延伸至学生的生活与后继学习，跳出教师

传授教学知识的小圈，延伸至教师的专业成长与教学艺术的修养凝练。

2.2 生成的诠释

“生成”指“处于由非存在到存在，或由某种质到另一种质的过程中的事物或

现象。德国黑格尔用语，指有与无的统一。”
④
生成是一个过程，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生成一词的含义是形成、长成、养育的意思，所指向的对象一般是人或物。在

本文中“生成”所指向的对象是教学智慧，主体是教师，教学智慧有一定的抽象性，

所以这里的“生成”含义有了一定的延展性。从知识观角度，把教学智慧视为一种

知识，教学智慧生成是指一种知识的生成过程，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的和不确定的，

认为生成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主体观角度，教学智慧的生成即教师教学智慧

的生成，生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①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②康·德·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③ 田慧生.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及智慧型教师.教育研究,2005,2,50.
④ 梁忠义,罗正华.教师教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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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学智慧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呈现及生成

2011 年教育部门颁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修订版）》，将原来的“双

基”发展为现在的“四基”，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与基本活动经验。“四

基”已成为数学教学的热议话题，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与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于“四基”的研究，目前主要涉及其产生与发展、四基之间关系等研究，而以四

基为依托，对教学智慧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但关于小学数学的教学，“四基”是数学

新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在实现“四基”目标的教学环节中，教学智慧势必彰显。

以“四基”作为研究教学智慧的载体，不仅仅是创新之举，也为指导小学数学教学

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在“四基”的背景之下，数学教师的教学不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训练，

而辅之以数学思想的渗透，数学活动经验的组织设计，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全面发

展的学生。笔者将以“四基”为依托，选取 S 老师的 6 个教学案例进行分析，案例

具有复杂性，并不是一个案例中只有一种数学基础的教学，选取的课堂案例只是对

某一基础较为偏重，从中分析其教学智慧的呈现与生成。

3.1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在“双基”中的呈现与生成

“双基”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得到不断的发展，教育部门

在 2001 年颁布的新课程《标准》修订中再次提到了“双基”，即数学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备受关注。基础知识是基本技能发展的基础，基本技能是知识转变为成果

的必然条件，二者相互依存。教育部虽在 2011年把实施数十年的“双基”扩展为“四

基”，但并不是对“双基”的完全抛弃，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补充与发展，“双基”是

发展数学基本思想、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基础与前提，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点与

关键。在本小节中，笔者选取两个关于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案例，从中具体分析

教学智慧的呈现与生成。

3.1.1 小学数学基础知识案例分析

中国从古代起就非常重视基础知识，儒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首先便是“博学之”，“博学”是对知识的广泛学习，只有掌握知识，打下良

好的基础，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双基”中的数学基础知识主要指数学中的概

念、定理、公式、法则等，教师在进行知识的传授中，要避免灌输式的照本宣科，

如何将抽象枯燥的数学基础知识以学生喜于接受的方式传授，考验着教师的教学智

慧。本小节以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教材为例，对其中的基础知识进行分析，学生

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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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五年级上册数学基础知识

单元 名称 基础知识

第一单元 负数的初步认识 认识负数、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第二单元 平行四边形面积 理解并掌握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公

式

三角形面积 理解并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

梯形面积 理解并掌握梯形面积计算公式

第三单元 小数的意义与性质 认识小数并理解其意义、性质

第四单元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理解小数加减法算理

第五单元 小数的乘法和除法 理解小数乘除法算理

第六单元 统计表与条形统计图（二） 认识复式统计表与条形统计图

第七单元 解决问题的策略 用列表法解决问题

第八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会用一个字母表示数

本案例选取的是第五单元《小数除以小数》，之所以选此作为基础知识中教学智

慧的分析案例，是因为在本节课中，学生需要学习小数除以小数中被除数需要补零

的情况，相比上一节课，知识从难度上提高了一个等级，同时也要运用到之前的“商

不变规律”的知识点，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有较高的要求。

3.1.1.1《小数除以小数》教学片段分析

教学内容：第五单元《小数除以小数》（被除数补 0），第 70页，例题信息如下

图：

图 3.1《小数除以小数》例题图示

表 3.2 《小数除以小数》案例

课堂实录 分析

S 老师要求同学们观察这个竖式：“这个和我们昨天遇

到的情况一样吗？”

学生：“一样。”

S老师：“除数仍然是？”

在这节课中，S

老师先让同学们把

算式与昨天学习过

的小数除法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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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数。”

S老师：“说一说，遇到除数时小数怎么办？”

学生：“先把它变成整数。”

老师紧接着又问：“最直接怎么变？”

学生不假思索的说：“去掉除数的小数点，去掉整数部

分的 0，把它变成 75。”

S老师：“也就是把它扩大？”

部分学生们回答道：“100 倍。”

S 老师注意到这个问题回答的学生只有几个学生，稍

作调整进行讲解：“假如你不知道扩大多少倍，就去掉小数

点，相当于小数点跑到 5的后面，小数点向右移动了两位，

所以，要让商不变，被除数也得？”

学生：“扩大 100 倍，小数点就要向右移动两位。”

师生一起变换完除数后，S 老师带领学生一起变换被

除数，说道：“那我们移一移，看发生了什么？移一位 15.

再移被除数的数位还够吗？”

学生们：“不够。”

到此，学生们出现了与之前学习的小数除法不同之处，

产生疑问，S老师趁机问学生：“怎么办？”

学生们再次陷入思考，一会儿有几位同学陆陆续续举

起了手，老师说：“某某同学回答。”

某同学回答：“因为它扩大了 100 倍，1.5 扩大 100 倍

是 150，1.5×100=150，所以只需要补一个 0。”

S老师解释这位同学的说法：“如果再补一个零，相当

于小数点向右移动了？”

学生们：“三位。”……老师问道：“15 够不够除 75？”

学生回答：“不够。”老师说：“怎么办？”学生说：“看下

一位。”……

S老师做出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新内容，仍然

是要把除数转换成整数，只不过被除数在相应的位置要补

0。好，把你的过程写到书上。”

较，学生只注意到都

是小数除法，并没有

发现不同。

S老师带领学生

一起进行竖式计算，

首先是变换除数，将

小数除数变换为整

数，根据商不变规

律，对被除数进行变

换。

本节课主要学

习的是当被除数扩

大相应的倍数，位数

不够时，需要补零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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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小数除以小数》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在笔者选取的《小数除以小数》（被除数补 0）这节课中，S 老师的教学智慧得

到彰显。完整的教学设计包括备课、上课和课后反思过程，但是由于笔者观察的是 S

老师的上课环节，所以分析这节课上课环节中的教学智慧。主要体现以下三部分：

1.把握学生原有知识经验

在访谈中，S 老师认为学生知识的学习是由内至外的意义建构。依据建构主义心

理学理论，已有经验是学习新知的基础，在学习新知时，教师需要提前了解学生已

有的知识经验，从学生内部的认知经验出发，寻找与新知相关的已有经验，在此基

础上建立生长点。

在本教学案例中，教师需要了解到，与本节课相关的学生已有知识经验有哪些，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如下：

表 3.3 《小数除以小数》学生已有知识经验

在本节课的一开始，S 老师让学生们读题列式，学生已掌握了关于“数量=总价÷

单价”的数量关系。当 S 老师让学生们观察本节课所列的算式与上节课的小数除法

算式有什么差别时，学生们并没有及时发现，也只是认为都是小数的除法，于是 S

老师便带领学生们进行之前学习过的小数除法的竖式计算，运用学生已掌握的运算

方法，教授新知。

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出发进行教学，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学观，教师运用智

慧让学生学会提取旧知中的有效信息，与新知进行匹配，将旧知进行重新编码，进

而实现知识的迁移，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感。

2.实现新旧知识迁移

本节课中，学生发现例题仍是小数除以小数，与旧知形似，但是在竖式计算时，

根据商不变规律，发现被除数被扩大 100 倍时，数位不够，与旧知产生矛盾，这便

是新知的生长点，学生大胆猜想，认为被除数扩大 100 倍，数位不够，可在后面补 0，

最终经过验证，猜想正确，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迁移。

数学知识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在教授新课时，首先，教师带领学生“温故知新”，

通过回忆或习题练习的方式唤起旧知，找准与新知的衔接点，在平时教学时，帮助

数的基础 已掌握了小数的意义、性质

运算的基础 已掌握小数除以小数，被除数不用补零的竖式运算方法

已有的经验 学生已经掌握“数量=总价÷单价”的运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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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善认知，夯实基础，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以便实现知识间的融会贯通；其次，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空间，鼓励学生运用已有经

验大胆猜想，实现知识的初步连接；最后，验证假设，揭示新旧知识间的本质联系，

实现知识的迁移。

3.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

本节课中，学生需要从小数除以小数的已有知识阶段，发展到被除数不需要补 0

的阶段，而本节课所学知识需要根据商不变规律，将被除数扩大相应的倍数，在末

尾补 0。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距即教师需要发现的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是苏联著

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的理论，通俗化的解释便是“跳一跳摘果子”，所以教师在

运用此理论时，需要明确这几个问题：

首先，学生从哪里“跳”，即学生目前的认知水平。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不仅

仅是对班级整体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评估分析，同时也应关注到个别学生，因材施

教。S 老师在这节课中，以之前的授课经历为依据，评判学生的整体认知水平，体现

出 S 老师的教学智慧；其次，学生如何“跳”。学生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定不会一帆

风顺，一方面需要教师的帮助与指导，另一方面则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S老师并没

有直接帮助学生摘下果子，而是通过语言的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发现运用商不变规

律，被除数末尾补零便可以继续计算，S 老师的语言引导便是教师教学智慧的一种体

现。在引导中，除了可以语言引导，还可以运用情境引导、大胆假设、实践操作等

方法，这些均是教师教学智慧彰显的不错选择；最后，学生“跳”到哪里，即学生

要达到的学习目标，也是教师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便应提前

设计好，本节课 S 教师知识层面的教学目标是：经历算法的复习，进行新知与旧知

的比较学习，学会小数除以小数，被除数补零的算法，并能熟练的进行小数除以小

数的运算。这个目标教师在课前就主要烂熟于心，并设计合理的教学环节，完成目

标。

3.1.2 小学数学基本技能案例分析

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学习需要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基础，通过教师的指导，习

得运算技能、画图技能、推理技能与统计技能等，以解决数学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教师在训练学生基本技能时，要避免技能的单一重复训练，如何才能将有形的基本

技能无形间传输给学生，需要教师的教学智慧。笔者以苏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为例，

分析在这学期，学生应掌握的基本技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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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苏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基本技能

单元 名称 基本技能

第一单元 升和毫升 学生在具体的观察和操作中感受升和毫升，联系实际

初步形成升和毫升的容量单位

第二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会两位数、三位数除以整十的

口算和笔算方法，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第三单元 观察物体 学生能够辨认出相应的视图，体会物体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单元 统计表与条形统计图 学生通过对数据的整理，能够对一段数据进行分析

第五单元 解决问题的策略 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掌握画图、列表的方法

第六单元 可能性 学生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中，能够辨别游戏的公正性

第七单元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 学生掌握三步混合运算的方法，能够正确进行计算

第八单元 垂线与平行线 学生能够运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学会用三角尺

画 30°、45°、60°和 90°。能够找出相互垂直的

直线。

3.1.2.1《画指定度数的角》案例再现

本案例是第八单元中的一节内容，主要学习运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学习的

主要是画图技能。选择这节课作为教学智慧在基本技能课堂中的生成案例，是因为

画图技能是小学生在小学阶段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对关于图形与几何的学习

大有裨益，同时在训练画图技能时，需要使用到相关工具，教师能否准确地进行指

导，对学生的操作性能力的提高非常关键，所以一堂关于训练画图技能的课，能够

从多方面体现出教师的教学智慧，以下是本节课的课堂实录与分析：

表 3.5 《画指定度数的角》案例

课堂实录 分析

一、复习：

学生们在练习本上用量角器画出一个角，交流角由几部分构

成，说说画的是什么角，抽选一个小组进行汇报。

揭示课题：

假如画一个 60°的角，该如何画呢？（板书本节课题“画

指定度数的角”）

这是一节

运用量角器画

指定度数的操

作课，在这节

课中教师先对

角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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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知：

新知： 画 60°的角需要借助什么工具？（量角器）

在量角器上找 60°。

学生发现 60°上面还有一个 120°

在画角时，要找准从哪一条 0°边量起，画 60 度°，即找

出起始边。第一步，在量角器上找到 60°，并确定起始边。（在

量角器教具上指示出来）先画出一条射线，把量角器的中心点与

射线的顶点重合，0°刻度线与射线重合。”（老师在黑板上示范

画图）（板书笔记：方法与步骤，一画射线与 0°刻度线重合。）

数度数。从 0°起始边开始数度数到 60°，并用铅笔在纸上与

60°的刻度线重合处边做上标记，画小点。（老师在黑板上示范

画图）把小点与射线的端点连接起来标注角度。（老师在黑板上

示范画图）

三、练习

同学练习画出 35°、70°、90°、120°、180°。

进行了复习，

接着通过对量

角器的观察，

找出指定度数

的刻度线，并

解释与此刻度

线相重合的另

一 个 角 的 含

义。找到角度

之后，S 老师

把画角分成了

三步，一步一

步 地 进 行 教

学，并且在每

一步都强调细

节 与 操 作 重

点，同时在黑

板 上 示 范 画

角。

3.1.2.2《画出指定度数的角》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本案例是一节发展学生画图技能的操作课，教师运用教具，语言引导学生作图。

从教学整体上看，教学效果明显，大部分同学掌握了画图技能。从微观上看，每个

教学环节处理地都很得当，这离不开教师的教学智慧，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教师的教学智慧：

1.机智解答非预设提问

在本节案例中，S 老师让学生们画一个 60°的角，首先在量角器上找出 60°，

但是在学生观察量角器，寻找 60°时，有学生提出“与 60°重合的 120°是什么含

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在教师的课前预设范围之内，S 老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

以及对数学知识理解，从二者的本质区别作出解答，体现了 S 老师在处理非预设问

题的教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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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预设提问是不在教师课堂设计范围内的突发性的临时提问，这种现象在课堂

中经常遇到，因为课堂教学并不是按照剧本的标准表演，它存在诸多的偶发性和可

变性，极大考验着教师的临场应变处理能力，需要教师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调整教

学设计与思路。处理课堂非预设提问的教学智慧是一名优秀教师应有的品质，“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师在平时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学科素养，进行教学反思总结，

储备教学智慧。

2.高度凝练操作性语言

S 老师用量角器画角这一画图技能，用语言高度凝练成三步：“一，画射线并与

0°刻度线重合；二，从起始边数度数，做标记；三，连接标记点与射线端点，标角

度。”在动手操作类教学中，经常会出现学生手忙脚乱，课堂秩序混乱的现象。S 老

师把操作步骤分为三步，每一步都在黑板上用教具亲自示范，并强调难点与易错点，

使课堂教学井然有序，学生学习轻松容易。但并不是每个教师在教授画图技能时都

可以用语言总结得如此条理清晰，并不是每个教师都可以轻松实现。在访谈中，S 老

师特意强调了要用数学规范语言表达，这是 S 老师多年的经验总结，无数次调整修

改之后的智慧结晶。

高度凝练的操作性语言，要求教师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

这种智慧的生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师不断的学习积累，运用智慧提高学生的

数学基本技能，提高教学质量。

3.1.3 教师教学智慧在数学“双基”中的生成机制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是“双基”的主要内容，朱熹曾说“小立课程，大作功夫”，

即教师教知识要少而精，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意义，超越“双基”基本内涵。教师

可以在课程上大作功夫，在重视“理解”与“掌握”的基础上，优化教学内容，运

用语言智慧，在“双基”的课堂中生成教学智慧，帮学生夯实基础的同时，也发挥

了教师教学的智慧，使“双基”的意义得到延伸。

3.1.3.1 发展教师语言表达，激发学生兴趣

在教学中离不开语言表达，语言表达是一门艺术，通过语言表达实现师生之间

的交流。语言是数学基础知识传递的载体，是培养学生基本技能的交流工具。教师

的语言表达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基”目标的实现。语言表达智慧一方面要

发自内心，心系学生，了解学生的语言表达特征，以学生喜欢接受的表达方式呈现，

如面对小学低年级学生，教师以童稚般的语气与学生交流，更能吸引学生的质疑，

激发学习的兴趣。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语言表达特征，教师需要带着一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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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现的心，融入到学生中去，实现心灵间的碰撞，彰显语言表达的智慧；另一方

面，教师语言表达要准确简练。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在关于数学问题的语言表

达上，力求言简意赅，准确无误。如在《画指定度数的角》一课中，S 老师精炼地概

括出画图步骤，语言简练明达，揭示了画图技巧的重要方法，学生易于学习掌握。

教师需要提高语言表达简洁准确的意识，实现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

3.1.3.2 重视“理解”“掌握”，实现“双基”目标

理解是对知识的认识和思考能力。理解数学基础知识，不同于机械性地识记背

诵，而是在对数学知识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自主思考的能力。如果学生能够通过自

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知识迁移，那么我们就认为学生达到了知识理解的目标。知

识理解目标的真正实现，需要教师合理的教学设计，实施明智的教学策略，这些都

要求教师有深厚的知识功底，独到的智慧见解，理解知识间隐含的内在联系，揭示

真理，从而实现教师的教学智慧，理解目标的达成。

掌握，即“了解事物，因而能充分支配与应用。”数学基本技能达到“掌握”的

目标，即实现了由外部技能转为内部能力，这个过程一方面需要学生自我努力，在

训练的基础上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反思，不断完善认识结构，对基本技能形成全面

的认识，并加以应用。另一方面，学生基本技能学习需要教师的引导。首先，教师

依据学生原有知识经验，设计教学活动。其次，教师要制定灵活的“掌握”标准，

承认学生之间的差异，因材施教。最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尽量避免形

式化的大规模训练。

在“双基”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教师正确对待“理解”与“掌握”，从表层进入

深层内涵，再从认识发展到实践，是一把达成“双基”目标的钥匙。

3.1.3.3 优化教学内容，发展数学能力

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需要发挥教师的教学智慧将抽象枯燥的知识形象化、生动

化。笔者通过实践调查与文献阅读，发现仍有许多数学教师以教材内容作为授课的

全部内容，甚至是例题复制重现，未有个人的思考反思，“轻轻松松”完成上课任务，

这种教师依靠教材讲教材，就知识讲知识的课堂，不仅毫无生机的，还缺乏人文关

怀。若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需要学会如何正确使用教材，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的教学智慧不仅仅是课堂教学中的智慧，课前教师对教学内容的优化也是

一种智慧。教师立足于教材本身的编写意图，把握重难点，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根据学生的认知心理发展特征，对教材进行再创造。教师对教材要有深刻的解读，

独到的智慧理解，对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清晰的理解脉络，形成系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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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将教材内容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生活实际相联系，厘清教学内容的重难点，

对教材进行二度创造，实现教师从课程执行者到课程建构者身份的转换，课堂从枯

燥无味到勃勃生机的转变，学生从学会知识到全面发展的转变。

3.2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在基本思想中的呈现与生成

邵光华教授认为，“数学思想是对数学内容和方法的本质认识，是对数学内容和

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
①
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体现着数学的本质意蕴和深

刻内涵，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数学基本思想有：转化思想、分类思想、归

纳思想、对应思想、符号化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等。数学教学在追求实现“双基”

目标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学生数学思想的渗透。渗透不是对某一思想的生搬硬套，

而是在具体的数学活动中，通过教师的引导，使学生循序渐进地体悟到所蕴含的思

想，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所以，将数学思想渗透于数学

教学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揭示数学规律、数学思想，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智慧地引

导，透过表面认识深层意义，并对生活产生指导意义。

通过查阅文献、总结课堂实录，在当今的数学基本思想教学中发现存在以下几

种现象：其一，数学思想多从数学知识中渗入，为学而学，将数学思想与数学知识

割裂，这种教学往往使数学思想游离于数学知识周围，没有将二者结合，形成联系；

其二，数学思想的意义较多停留于内隐性意义中，需要教师运用数学思想将学生从

符号抽象的世界逐渐引导到现实生活，体现出数学思想的外铄意义，同时在生活中

不断体悟数学思想，不断得到升华与内化。

以下是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所涉及到的数学基本思想，如下表：

表 3.6 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基本思想

①邵光华.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思想与方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38－139．

单元 名称 基本思想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

第二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 转化思想、几何思想

第三单元 小数的意义与性质 类比思想、比较思想、极限思想

第四单元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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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数形结合思想案例分析

“数形结合”思想是常见的一种数学基本思想，它主要是将数量关系中“数”，

与空间形式中的“形”相结合，以“数”促“形”，或以“形”解“数”，“数”与“形”

相统一，使数学问题化繁为简，帮助学生发展数学思维能力，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

若要使“数形结合”思想价值得到发挥，需要教师较高的教学艺术与素养，教师运

用多年积淀的教学智慧，对数学思想进行教学设计，在数学活动中隐形渗透思想，

教学方法策略敢于创新，以提高教学效率。

本案例选取的是第二单元《小数的意义与性质》中关于小数计数单位的一节复

习课，计数单位是本单元的一个难点知识，教师为巩固知识，设计了一节复习课，

以“形”理“数”，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3.2.1.1《小数的计数单位（复习课）》案例再现

本案例是小数计数单位知识点的二次讲解。

表 3.7 《小数的计数单位（复习课）》案例

课堂实录 分析

S老师让学生们比较 0.3 元与 0.30 元的区别。

学生 A：“0.3 元是 3角，0.30 元是 30 分，也是 3角。”

学生 B：“0.3 元表示 3个 0.1,0.30 元表示 30 个 0.01。”

S老师：“我们还可以运用什么方法，能够更直接的表示两

个数的区别？”

在老师的引导下，有学生想到了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 0.3

元和 0.30 元，老师请两位同学上黑板分别画出 0.3 元和 0.30

元，其他同学在练习本上完成。两位同学画图如下：

S 老师以

“ 0.3 元”与

“0.30 元”的

常见生活情境

作为导入，引

导学生思考二

者的区别，最

后借助图形，

区别“0.3 元”

与“0.30 元”，

在实例中复习

了小数的计数

第五单元 小数的乘法和除法 类比思想、比较思想、极限思想

第六单元 统计 统计思想

第七单元 解决问题的策略 /

第八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符号化思想、对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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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老师请两位同学分别对两个图进行解释。

第一位同学说：“把正方形平均分成十份，取其中的三份，

便是 0.3 元。”

第二位同学解释说：“把正方形看成单位‘1’，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30 份，表示 0.30 元。”

S老师：“两位同学解释的很到位，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图

中，可以看出，0.3 的计数单位是？”

同学们回答：“0.1”

S 老师：“也可以说是？”

同学们回答：“十分之一。”

S老师说道：“那 0.30 的计数单位就是？”

同学们回答：“0.01 或百分之一。”

单位。

3.2.1.2《小数的计数单位（复习课）》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数学学科是一门较为抽象的学科，尤其在一些特殊概念的表现上，较为符号化，

与人们的直接经验相距较远，给学生的学习理解造成一定的难度，许多学生甚至因

此感到学习数学晦涩枯燥，对于抽象难懂知识点，避而远之，教师对此也深感吃力，

囿于没有发现学生喜于接受的教学方式，帮助他们更加直观的理解知识，激发学习

兴趣。S老师在对“计数单位”这一知识的复习课中，借助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帮

助学生直观清晰地进行学习，满足了学生的求知欲，也彰显了教师的教学智慧。

1.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彰显教师教学智慧

在数学科目中，形象和抽象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一般的数学问题的解决中，先从形象思维入手，通过类比、联想等方式进行理解，

当通过形象思维产生一定结果时，需要通过抽象思维进行总结概括。这段课堂片段

主要是 S 老师通过对 0.3 元与 0.30 元的比较，以数形结合的方式，将静态抽象的知

识转变为直观形象的知识，不仅复习计数单位，也使学生对“0.3 元和 0.30元”有了

更加深刻认识。有学者经过科学严谨的实验，发现数形结合思想有助于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数学思维逻辑。数形结合使学生更加直观的对计数单位

有了清晰的理解和掌握，教师可以多给学生创造发展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机会，帮

助学生提升思维能力，为养成辩证思维的习惯打下基础。

2.对教材内容创新性解读，彰显教师教学智慧

S 老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对“0.3 元和 0.30元”的含义进行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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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的阐释，知识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有连续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0.3 元和

0.30元”并不是显性位数不同的区别，S 教师挖掘其内在区别，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创新解读。教材是教师进行授课的基础载体，但并不是唯一依托，教师有一

定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彰显个人教学智慧。

因此，教师可以凭借自身对文本知识的经验性理解，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社会发

展的价值追求，对有限的文本进行拓展延伸，进行创造性教学。

3.2.2 分类思想案例分析

分类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能力，数学中的分类思想是用明确的分类标准，进行

分类，各个类别互相独立，互不交叉。在面对杂乱无序的数学信息时，一般借助分

类思想方法，对信息进行判断、分类、整理和加工。数学分类思想有助于学生形成

严谨的思维逻辑，但在教师传授思想方法时，教学方法受教师的主观性影响较大，

如何分类才能层次分明，有条不紊，非常考验教师的教学智慧。

3.2.2.1《小数的简便运算》案例再现

本案例选取的是《小数的乘法与除法》中的《小数简便运算》一课，第 77 页，

第 3 题。

本节课是对第四单元与第五单元的小数运算的总结，学生在学习完小数的四则运

算后，知识内容庞杂，是教师发展学生分类思想很好机会，本小节就以《小数的简

便运算》一课为例，对教师讲授分类思想时所蕴含的教学智慧进行分析。

表 3.8 《小数的简便运算》案例案例

课堂实录 分析

5.78+0.84+0.16 1.27+3.9+0.73+6.1

12.5×0.96×8 0.25×36

2.4×1.02 1.28×8.6-0.28×8.6

老师请 6位同学上黑板，分别计算 6道题。大约 5分钟后，

同学们基本做完。

S老师：“如果我们把这 6道题分分类，哪些可以是一类？”

有学生说：“前三个是一类，后三个是一类。”有的学生说:

“前两个是一类，后四个是一类。”还有的学生说：“前两个是一

类，三四五是一类，最后一个是一类。”

S老师：“前两个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连加。”

这 节 课 S

老师以 6 道计

算为例，对小

数简便运算方

法进行讲解。

首先，让

同学们把 6 道

题进行分类，

经过讨论，分

为两类。一类

是 连 加 或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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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老师：“前两个是连加，那后面三个就是？”

学生们：“连乘。”

S老师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连加和连乘归在一起，那你看一

下，不管是三个数连加、四个数连加，还是三个数连乘，他们的

方法都是什么？”S老师在黑板上边说边板书如下内容：

S老师：“谁和谁连加，谁和谁连乘，其实就是要把他们分组，

比如说， 5.78+0.84+0.16 ，我们先观察这三个数有什么特点，

也就是谁和谁可以组合在一起，谁和谁可以组合在一起？”

学生们回答说：“后两个。”

S老师说：“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5.78+（0.84+0.16），那我们

运用的是？”

学生们回答说：“加法结合律。”

S老师问道：“我们还可以怎么写？”

学生们回答说：“把他们两个写到前面。”

S老师：“也就是 0.84+0.16+5.78，我们就不需要再写括号，

那我们运用的是什么？”

学生们齐声回答道：“加法交换律。”

S老师接着又以第二道题 “1.27+3.9+0.73+6.1”作为加法

连加示例进行了讲解。问道：“这些数中哪些有特点？”

学生们回答：“1.27 和 0.73,3.9 和 6.1。”

S老师说：“所以，我们要把 1.27 和 0.73 放在一组。把 3.9

和 6.1 放在一组。可以写成（1.27+0.73）+（3.9+6.1），我们运

用的什么？”

学生们回答：“加法结合律和加法交换律。”

S 老师说：“那我们再看连乘，12.5×0.96×8 ，这个式子连

乘和连加是不是很类似。”接着又问：“哪些数字有特点呢？”

学生们回答：“12.5 和 8。”

乘，另一类是

减乘。

通过对第

一类的观察，

同 学 们 总 结

出，这类简便

运算，需要先

分组，再运用

加法结合律、

交换律，或者

乘法结合律、

交换律。第二

类，需要运用

的是乘法分配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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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老师接着说道：“我们知道 125×8=1000，那在它的基础上，

12.5×8=100，1.25×8=10,125×0.8=100,等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

在 125×8 的基础上进行快速的计算，所以，这道题中是要把

12.5×8 放在一起，那么，到这里运用了哪种运算律？”老师板

书：12.5×8×0.96。

学生们回答：“乘法交换律。”

S老师接着说道：“那我们可不可以（12.5×8）×0.96。”

学生们回答：“可以。”

S老师问道：“那我们运用的运算律就是？”

学生们回答：“乘法结合律。”

S老师：“那我们在分组时，用到的运算律有哪些？”

学生们回答：“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乘法交换律、乘

法结合律。”

S老师总结道：“也就说，遇到分组，我们运用的是交换律、

结合律。”

剩下的三个 S老师通过分组，把“0.25×36 2.4×1.02”分

为一组，运用的是拆分的方法，再连乘，“1.28×8.6-0.28×8.6”

运用的分配率。

通过分类，

学生对小数的

简 便 运 算 方

法，在心中已

形 成 认 知 框

架，对以后小

数简便运算的

学 习 有 法 可

循。

3.2.2.2《小数的简便运算》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这节课 S 老师主要通过将 6 道计算题分类，讲解小数的简便运算，将前三个连

加、连乘的分为一类，简便运算时运用交换律和结合律，第四和第五个为一类，都

是两个数的乘法，将其中一个进行拆分，最后一个为一类，运用的乘法分配律。本

堂课中 S 教师的教学智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1.隐形渗透数学思想，彰显教师教学智慧

在这节课开始时，S 老师让同学们进行分类，教师的引导性语言，使学生用分类

的思想思考问题。正是教师的这句引导性语言，将这节课引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虽

然本节课中涉及的主要是“分类思想”，但教师并没有将“分类思想”作为一项专题

进行讲解，而是在具体的知识情境中渗透数学思想，在整个知识的讲解中把分类思

想运用的淋漓尽致。数学思想并不一定需要教师将知识与其一一对应，开门见山式

的呈现，S 教师的智慧体现在通过知识的讲解，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通过自身体悟，

分类的数学思想无形地蕴含于心中，从而实现学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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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化系统设计，彰显教师教学智慧

S 老师对本节课结构化系统的设计也是体现教学智慧的一大亮点。教师对教材的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掌握清晰，有很好的知识体系。教学智慧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

体现在教师对课堂的设计上。本节课一开始教师引导学生对六个算式进行分类，学

生们对六个算式进行比较、分类，S 老师依次对连加、连乘、拆分和分配率几种类型

进行讲解，并与学生们一起总结归纳。通过完整结构化的课堂设计，体现了数学的

分类与归纳思想，不仅仅了完成“小数简便运算”的教学目标，也打开了学生的思

路，延伸了本节课的意义。但在这节课中，假如 S 老师能够再将此数学思想与现实

生活实践相联系，那么也将成为本节课的点睛之笔。

3.2.3 教师教学智慧在数学基本思想中的生成机制

小学数学中有多种数学思想，数学思想是从多种问题中提炼出来的数学规律，

它帮助学生思考数学问题，在数学的学习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教师如何在教学中

帮助学生树立数学思想，形成数学思维，如何在数学思想中生成教学智慧，是现在

数学教学中关注的问题，本小节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2.3.1 在知识的发生过程中渗透数学基本思想

数学知识的学习可以短时间内理解，数学基本技能可以通过强化训练得到提高，

但是数学思想的内化却需要漫长的过程。从数学知识与数学思想关系看，数学思想

隐含于知识中，数学思想的学习不可能通过一节课、一个知识便可快速掌握，它不

像数学知识一样通过编排组织，便可详细罗列。需要学生通过知识的发生过程，从

模糊到清晰，慢慢体悟，逐渐内化。教师只能将数学思想渗透于数学知识中，日积

月累，最终实现认识上质的飞跃。

为了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思想，发展数学思维，我们有必要从知识的发生

过程这一角度研究如何渗透数学思想，教师的教学智慧如何有效生成。

教师在讲授数学知识时，根据自身对知识的理解以及教学经验，挖掘其中的数

学思想。一方面，可以在知识教学中将数学思想无缝隙地与知识发生过程进行衔接，

在知识发生过程中充分暴露，学生充分了解知识形成的来龙去脉，体验数学思想。

另一方面，在数学教学中处处有思维的发生，教师要紧紧抓住可以渗透数学思想的

时机，利用数学知识素材，有意识地设计教学，感受数学思想的魅力。

3.2.3.2 在思维教学活动过程中揭示数学基本思想

数学是思维的科学，数学思维教学活动是新课程改革中强调的一个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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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维活动与数学思想紧密连接，如何将数学思想隐性渗透于归纳、分析、比较

等数学思维活动中，数学思想的本质在数学思维活动中得到高度概括，是对教师教

学智慧极大的考验，教师在数学思维活动揭示数学思想应注意一下几点：

在数学教学中，首先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思维科学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合理设

计思维过程，使整个过程严密科学不失有趣，数学思维活动的合理设计是发展学生

数学思想的重要前提，但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有的教师对思维活动盲目模仿，把灵

活的思维活动变成数学思想的机械式训练，以“发展学生思维”名义教学，对学生

思维发展并无裨益，也只是花拳绣腿，纸上谈兵；其次，教师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

进行思考，通过进行数学思考，反过来再促进数学思维的发展与形成。教师教学不

可只停留于思维表面，要下功夫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思维活动，激发学生思考兴趣，

渗透数学思想。最后，避免思维程式化。教师设计思维教学活动，思维教学活动不

可盲目模仿，要依靠自身教学智慧创造适合自身与学生的思维活动，摆脱“万能模

板”，设计高含金量的教学，揭示数学思想。

3.2.3.3 在问题解决方法的探索过程中激活数学基本思想

任何科学都需要解决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数学也不例

外，通过对问题的解决，促进学科形成新的认识，新的发展。

新课程要求在解决问题时提倡使用多种方法解题，但在现实的教学中，学生运用

多种解题的方法思路比较狭窄，原因是教师在向学生们呈现问题时，已将问题贴上

标签，如植树问题、和倍问题、相遇问题，学生把分类、转化、统计、几何等数学

思想抛之脑后，学生只需要套用程式化机械步骤即可解决问题，方法固化，这种教

学方式会使学生渐渐失去独立思考创新的能力。反过来，数学思想的发展也需要过

程，问题解决方法的探索就是挖掘数学思想蕴含最好的过程。教师如何探索问题解

决的多元化方法，在探索过程中如何再次激活学生数学思想，是对教师教学智慧的

考验。

在问题解决的方法探索中，逐渐体悟数学思想。以《鸡兔同笼》为例，分析教师

如何在方法的探索中，运用教学智慧激发学生的数学思想。《鸡兔同笼》是六年级上

册数学广角中的学习内容，在教材中，分别运用了列表法、假设法和代数法三种方

法解决问题。列表法是将鸡兔的头与脚按照一定顺序进行排列，其中，蕴含的是枚

举数学思想，教师可以运用教学智慧将数学思想进行延展，实现知识迁移；假设法

是将题目中的鸡假设为兔，或者兔假设为鸡，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体现

了数学的转化思想，教师运用生活智慧，帮助学生激活数学思想；代数法，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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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量转化为一个，化繁为简，寻找等量关系，体悟代数思想。

众所周知，数学思想离不开数学教学过程，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创设问题情境，

发现问题，通过观察、分析、归纳等方法，在对数学问题进行认识、理解、解决的

同时，也获得了解数学思想的感悟。

3.3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在基本活动经验中的呈现与生成

21 世纪初，“双基”教学课程目标在多年的发展中，只重视“知识与技能”的教

学逐渐暴露出不足，这一问题受到我国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张奠宇教授于 2006 年提

出“个人活动与个人经验之于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同样重要。”倡导教师在教学中也

应关注学生的活动经验。数学活动经验不同于数学知识，它不可以通过知识传递获

取，需要学生亲自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总结，也不同于数学能力，它没有或高或低的

水平层次，而数学活动经验是学生经历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后形成的思维模式。

笔者认为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在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

活动，运用已有知识经验，探讨知识的形成过程。

笔者通过对实习学校数学课堂分析和文献阅读，总结出目前小学数学课堂中基

本活动经验存在的一些教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对教师教学智慧极大的考验。一方面，

教师外显的语言表达组织能力稍有欠缺，部分教师在组织完活动之后，学生仍无法

用严谨科学的语言表达获得的活动经验，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重视结论，对学生学

习的活动过程也应引起关注，学生只有运用自己总结性语言表达知识推理过程，才

能实现知识的内化；另一方面，在数学活动组织中，教师存在利用已有规则、模式，

进行机械地传授知识的现象。数学活动需要学生亲历学习活动过程，教师运用自身

的智慧底蕴，创造性地设计教学，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数学活动，学生通过探究，

推理出数学结论，获得新的认识、新的发现。

小学数学中基本活动经验的主要形式是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笔者以苏教版数

学五年级上册为例，总结其中涉及到的基本活动经验，如下表：

表 3.9 五年级上册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单元 名称 基本活动经验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从生活中的负数，归纳推理到负数的意义与性质

第二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 从已有的长方形、正方形面积公式，演绎推理到

特殊的多边形面积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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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归纳推理教学案例分析

从数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数学概念、命题等发现都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经过探

索找到同一类属性的过程，经过多次假设验证，获得事物的本质，最终得出结论。

因此，数学的学习探索，是一个从抽象特殊到具体一般的归纳推理过程。教师需要

正确理解归纳推理，并了解其在课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呈现方式，用教学智慧揭

示课程中归纳推理所蕴含的本质，并对现实生活实践给予指导。

笔者以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教材为例，通过分析，了解到其中涉及到归纳推

理中的主要有：学习多边形面积时运用的类比推理、统计学习中运用的统计推断等。

3.3.1.1“长方形周长不变时，什么时候面积最大”案例再现

本案例选取的是第二单元《多边形面积》的一道探索问题。选取此案例进行教

学智慧分析，是因为 S 老师在此课程的设计上不同于其他教师，她运用多种方式对

猜想进行验证，创造性地使用图形，让同学们观察长和宽变化时，面积发生的变化，

直观易懂，是一节很有创意的教学设计。以下是 S 老师的教学实录：

表 3.10 “长方形周长不变时，什么时候面积最大”案例

案例再现 分析

例题：当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20 厘米时，长和宽各是多少

时，面积最大？（长和宽都为整数）

一、大胆猜想

S老师鼓励同学们大胆猜想，进行探讨。

有学生有以下几种说法：当长方形的长很长的时候，面积

可能最大；当长方形的宽很高的时候，面积可能最大；长方形

变成正方形时，面积可能最大。

S 老师提出

了探讨性的问

题，“长方形周

长不变时，什么

时候长方形的

面积最大？”

为了将抽

象问题具体化，

第三单元 小数的意义与性质 从整数、分数的意义、性质及运算法则，演绎推

理到特殊的小数的意义、性质及运算法则第四单元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第五单元 小数的乘法和除法

第六单元 统计 /

第七单元 解决问题的策略 /

第八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运用数字表示数量关系演绎推理到运用字母表

示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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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行验证

S老师引导学生运用列表的方法，进行验证，师生共同完下

表：

三、得出结论：

当长为 5厘米，宽也为 5厘米，变成正方形时，面积最大，

是 25 平方厘米。

四、再次验证

S老师借助图形，从正方形变长方形逆向角度进行验证。（每

个小正方形面积为 1cm2）正方形的面积为 25cm2，边长为 5cm，

如图 1。当长变为 6cm，宽为 4cm，面积则减少一个小正方形，

为 24cm2，如图 2。当长变为 7cm，宽为 3cm，面积则减少一个

小正方形，为 21cm2，如图 3。

五、得出结论：

当长为 5厘米，宽也为 5厘米，变成正方形时，面积最大，

是 25 平方厘米。

当长方形的长与宽相同时，面积最大。

长/cm 宽/cm 面积/cm2 周长/cm

9 1 9 20

8 2 16 20

7 3 21 20

6 4 24 20

5 5 25 20

S 老师，规定长

方 形 周 长 为

20cm，学生们经

过讨论，提出三

种猜想。

教师引导

运用列表法，进

行验证猜想，最

终得出结论，当

长和宽相同时，

为正方形，面积

最大。

S 老师用直

观图形，通过把

正方形进行变

换成长方形，进

行验证，得出相

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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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长方形周长不变时，什么时候面积最大”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这节课 S 老师通过一个具体的数学问题，从具体的特殊问题推理到一般问题，

符合归纳推理的一般逻辑。本节课面对的是五年级学生，年龄大约在 12-13 岁，根据

皮亚杰的思维划分阶段，他们正处于具体运算向形式运算的过渡阶段。S 老师的教学

设计中为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将周长规定了具体数值，运用列表法、画图法，直观

形象地验证理论结论，最后，用语言将具体问题归纳为抽象结论。在这节教学片段

中，彰显了 S 教师诸多教学智慧，笔者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S 老师带领学生亲历归纳推理的知识学习过程。学生亲历学习过程，自主

探索，或多或少的会有新的发现与所得，虽然并不一定得到的是最终追求的结论，

但对于学生来说都是进步与成长。学生经历了过程，参与到数学活动中，获得的收

获将成为他们下次学习的动力。美国的课程标准中提到：“三至五年级的学生......在

经验的基础上对才行进行评估是常规。
①
”学生应把生活经验运用到数学推理中，对

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教师的教学智慧体现在运用学生自身知识经验，使学生参与到

生动的归纳推理过程，在过程中真正理解归纳推理，积累推理智慧经验，提高思维

水平，学会反思。

第二，利用图形把握本质联系。归纳推理不仅仅需要学生把握表面基础的联系，

获得结论，教师可以借助符号、图形加以清晰的表征。S 老师通过图形展示长方形长

与宽的变化，揭示面积的变化规律，长越长，面积损失就越大，使学生通过图形面

积的变化直观清晰地发现规律，得出结论。教师要关注数与量、数与形、形与形之

间的联系，通过比较、分析、分类等活动，对结论进行多角度的充分验证，帮助学

生掌握内在本质的联系，形成推理，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3.2 演绎推理教学案例分析

演绎推理是运用已有的事实和结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新的结论，是从一般到

特殊的推理过程，与归纳推理过程刚好相反。演绎推理过程是对教师教学智慧极大

的考验，首先需要厘清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内在关联，然后根据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

智慧地设计教学，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已有知识经验，通过演绎分析参与到推理的过

程中，最后推导出新的结论。成功的推理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抽象和逻辑思维，提

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① 王瑾.小学数学课程中归纳推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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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案例再现

本小节笔者以《平行四边形面积》为案例，用演绎推理推导面积公式进行案例

分析。

表 3.11 《多边形面积》案例

课堂实录 分析

一、回顾：

长方形面积公式：长×宽

正方形面积公式：边长×边长

二、引入新课

展示图片（两块草地，分别是长方形、平行四边形），哪

一块面积大？

揭示本节课主题（板书课题：平行四边形面积）

三、操作思考，推导公式

1.引导学生思考方向：我们已经学过一些图形的计算方

法，能否将平行四边形转化成它们来计算呢？请大家借助手中

的平行四边形卡片，先独立思考，再动手操作，找到答案后，

小组交流。

2.操作转化，推到公式。

学生们汇报操作方法，有以下两种操作，如下图：

3.大家有没有发现上面相同之处？为什么要沿着高开

剪？

4.同学们观察思考。

a.原来的平行四边形转化为长方形之后，它们有哪些等量

关系？

b.平行四边形的底与长方形的（ ）相等

平行四边形的高与长方形的（ ）相等

c.学生汇报

5.教师板书

在上新课之

前，S 老师带领

学生对长方形、

正方形面积公

式进行了复习，

使学生在大脑

中唤起已有的

知识经验。

接 着 以 两

张草地图片引

入课题，比较长

方形与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大

小，由于未学习

过平行四边形

面积公式，新的

问题使学生产

生探究的欲望，

激发了学习兴

趣。教学让学生

拿出准备好的

平行四边形卡

片，通过割、移、

补的方法，变换

成长方形，寻找

二者之间的里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个案研究

36

长方形的面积 = 长 × 宽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 底 × 高

6.概括公式。

四、回顾小结

如果用 S表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a表示平行四边形的底，

h表示平行四边形的高，那么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可以写成：

S=ah

联系，运用规范

严谨的语言解

释推理过程，最

后推导出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

公式。

3.3.2.2《平行四边形面积》案例中教学智慧分析

数学计算公式是一个典型的演绎推理过程，在演绎推理的教学中，并不一定非

要用纯抽象的知识理论进行训练。针对小学生，教师应采用适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演

绎方法，提高演绎推理能力。斯滕博格的研究发现，在演绎推理中，重点是发展学

生的图形与语言表达能力。在《平行四边形面积》的案例中，教师通过图形的变化，

用完整的语言表达推导出公式，形成完整的演绎推理过程。笔者通过对本节课的分

析，总结出 S 老师的教学智慧表现为以下两点：

1.利用图形，使演绎推理更加直观

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五年级学生的思维处于形象思维向抽

象思维的过渡阶段，教师应创设一定的情境，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演绎推理过程，

实现演绎推理的价值。S 老师在讲授《平行四边形面积》一课中，利用平行四边形向

长方形的变化过程，从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演绎至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通过图形的

变换，学生直观地运用形象思维得出结论，最终上升到抽象思维。

2.规范语言，使演绎推理更有依据

S 老师通过让学生剪一剪、拼一拼，运用割、补、移的方法，把平行四边形转换

为长方形，在两个图形之间寻找相等关系，S 老师强调学生运用规范的语言，“平行

四边形的底相当于长方形的长，平行四边形的高相当于长方形宽，长方形的面积公

式是长乘宽，那么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为底乘高。”先运用直观性语言，使学生理解

推理的原理，教师再运用智慧将语言上升为抽象语言，学生形成清晰的认知逻辑结

构，从而培养其演绎推理能力。教师要求学生用规范的数学语言，对推理过程进行

佐证，对具体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学生用自己组织的语言有理有据地表达，提高了

学生演绎推理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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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教师教学智慧在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中的生成机制

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学生利用已有知识经验参与到教师设计的活动中，经过推

理探究形成新经验的思维过程。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

的教学智慧回归至数学活动经验，在数学课堂中教师如何生成教学智慧是本节探讨

的重点，本小节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3.3.3.1 知情意行相辅相成，生成教师教学智慧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智慧直接影响着学

生基本数学活动经验的学习参与方式、学习质量，因此有必要把教师作为一个独立

因素，探讨影响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实施效果的因素。

教师的认知能力，是教师对数学活动经验的感知、理解与判断，它影响教学的

整个过程，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与关键。有学者把发展教师的认知能力总结

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感知阶段，感知是对活动经验的敏感性认识，是对外部事物的

形象理解；其次，是知性阶段，即把感知到的活动经验作为对象进行加工，形成知

识的自发性；最后，是理性能力，即教师对基本活动经验有深刻的理解把握。教师

的教学情意，是教师在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中教学智慧生成的重要因素，虽然它并不

直接参与教学活动的认知过程，但对整个教学过程有着促进或制约的影响。“行”指

实践，它贯穿于“知、情、意”中，是对前三个的实践检验，即在数学活动经验中，

教师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参与到数学活动中。

教师教学所要求的知情意行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教师需要运用多种知识的联系，将学生心中未被唤醒的已知经验，上升为智慧，

从而培育学生的智慧品质。教师需要有完整全面综合的素养，若教师只是一条腿走

路，那么学生也无法发展为拥有综合素质的学生。

3.3.3.2 从活动到经验，再到活动的循环，生成教师教学智慧

数学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先形成感性认识经验，经过发展形成理性

认知经验，最后再回到实践中，检验真理，它遵循认识活动的发展规律，是循环往

复螺旋上升的发展状态。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也不例外，教师的教学设计是他们智慧

的结晶，但在细节设计上各有特色，在各异中也有共同本质的特征，即教师的教学

设计是从活动到经验，再到活动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教师的数学基本活动

经验是对某一对象进行认识、理解、分析、判断、组织、加工的活动，通过活动形

成新的认识经验，并把新的认识经验应用到新的实践活动中，再次检验，形成真理，

是一个有阶段、有层次的“从活动到经验再到活动”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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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在数学活动经验过程中生成教学智慧，需要教学过程完整有序，充分体现

活动经验的发生、发展与实践的层次顺序，使学生充分体验到经验的学习过程，形

成强烈的活动参与感，树立数学学习信心，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成就教师的教学

智慧。

3.3.3.3 给学生“再创造”的机会，生成教师教学智慧

弗赖登塔尔曾经说过，数学教学是再创造的过程，所以数学不可以机械性地学

习，学习过程中要加入个人意志经验，打破“初始历史”，创造性地学习。

数学教材中的知识多是前人通过知识经验的总结并概括得出，最终呈现在课本

上，但是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从知识的结果开始，知识呈现方式正好与学生的认知顺

序相反。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思维水平，设计“再

创造”的情境活动，运用归纳、演绎的推理方式，给予学生发挥的时间与空间，进

行充分的讨论思考。

在给予学生“再创造”机会时，教师要避免进入几个误区。首先，给学生“再

创造”机会，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放任学生，漫无边际进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需要及时进行引导与纠正，以免学生思维走向偏锋。其次，学生在进行思维活

动时，教师需要把握教学时间，提高学生“再创造”效率，以完成既定学习目标。

最后，当学生“再创造”获得一定成果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将成果进行检验，发

展为真理，并运用于生活实践，实现数学“再创造”的意义。

教师给予学生张弛有度的“再创造”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形成，创新

思维，圆满实现数学活动经验教学目标的同时，也生成了教师的教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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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数学“四基”为载体，对 S 老师教学案例进行分类分析，对小学数学课

堂中教师教学智慧的表现及生成进行梳理，总结影响教学智慧生成的内部及外部原

因以及教师教学智慧如何进行生成策略等问题。

4.1.1 影响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因素

小学数学教学不再是墨守成规地知识传输。叶澜教授曾说，课堂应是动态的、

生命的，教师要利用教学情境机智，灵活地教学，发挥教师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

形成智慧的课堂教学。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受多种因影响，既受制于自身发展有限

性，外部环境也对教学智慧生成产生影响。

4.1.1.1 主观因素

教师的教学智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师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摸索，不断努

力创新的结果，任何智慧都需要主体的努力付出，然而教师对教学智慧的认识程度、

知识经验是影响生成的重要内在原因。

1.教师对教学智慧的认识

教师对教学智慧认识的态度、方式影响着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尽管近年来掀起

对教学规律、教学真理等研究热潮，但内隐于教学储存着巨大能量的教学智慧仍应

引起教师的关注，我们必须承认教学智慧的存在，虽然无形，却至关重要。

用正确的认识方式认识教学智慧。智慧具有主观性、灵活性，教师对教学智慧

的认识，不可局限地仅从教学智慧的概念、特征、价值等切入，以这种理性思辨的

方法认识，真正的教学智慧会被遮蔽，渐渐偏离正常轨道，教师尽量避免先入为主

的思维定势，会使教学活动受到局限，教学智慧显得死板，没有生机。教师不应以

线性逻辑思维进行认识。教学智慧本身充满了无限的变化性，用宽阔的视野，在课

堂中发现它的存在。它既可能是以显性方式存在，也可能是隐性方式，教师需要扩

展思维，时刻保持开放的姿态。

2.教师丰富的知识结构

智慧是知识的上位概念，教学智慧需要以知识为基础，所以教师需要通过知识

的学习促进对智慧的形成和发展。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包括：本体性知识、条件性

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文化知识
①
。本体性知识是教师所从事的学科或课程知识，是教

① 王萍.教学智慧生成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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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的基础性知识；条件性知识是教育学类、心理学类、哲学类等知识，是教师

生成教学智慧的重要保障；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关于教学实践的经验性知识，是教师

处理教学情境的重要依据；文化知识是对教师教学智慧起支持作用的知识，如教师

的教学素养、综合素质等。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对多种知识进行加工结合，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合理的

知识结构，这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基础，有利于发展教师的综合能力，此将直接

影响到教师教学效果、教学智慧的生成。

3.教师丰富的经验

丰富广博的经验是教师驾驭教学的基础，是影响教师生成教学智慧的重要因素。

在教师从事的教学事业中，会积累形形色色各式各类的经验，并不是每个经验都是

生成教学智慧的垫脚石，教师应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经验。这里的所指的经验即教师

通过反思获得有价值的教学经验、生活经验。

经验即教师在生活和教学情境中获得的经历体验，教师把自己或他人的教学现

场做为经验积累的原始素材，有意识地对教学实践进行加工反思，把内部与外部经

验进行系统整理，形成理论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师可以运用于实

践进行再次检验论证，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促进自我发展。

4.1.1.2 客观因素

教育对学生的作用是巨大的，智慧型教师是优秀教育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优

秀教师的品质并不是与生俱来，不仅需要自身努力，外部环境对教师智慧的发展也

起着重要作用。教师与环境的关系犹如布与染料，“染于仓则仓，染于黄则黄，所入

者变，其色亦变。”教师工作于环境中，其发展状态与环境息息相关，环境的变化牵

动着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每一根神经，本节将从课堂、学校和社会三个客观因素，

分析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因素。

1.课堂环境

教学活动的发生，需要以环境作为依托，课堂是教师生成教学智慧的重要环境，

是教学智慧得以彰显的活动舞台。课堂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影响教师的成长、智慧的

生成。

课堂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物质环境主要指时空环境、设施环境、气

候条件、自然环境等。心理环境主要指课堂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班级文化氛

围等。课堂物质环境中的班级规模对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有重要影响，如规模较大

的班级，由于学生人数多、密度大，教师教学压力会呈几何倍数快速扩大，导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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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心理负担加重，学生学习参与感也明显降低，逐渐游离于课堂之外，师生表

现出不健康的教学与学习状态，这严重局限了教师教学艺术、智慧的发生空间。课

堂心理环境对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也起着关键作用，交流是师生、生生之间沟通的

桥梁，是形成健康班级人际环境的保障，影响着课堂情感氛围。

2.学校环境

学校是教学活动发生的场所，学校环境以一种内隐而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教师的

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影响教师教学智慧因素中不容忽视的因素。这里的学校环境主

要指校长的领导管理、同事间的交流互动及校园文化。

校长的管理理念是学校发展的风向标，他的一言一行都深切影响师生的工作与

学习。智慧型校长是拥有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渊博扎实的学识根基，教师学习的

模范榜样。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以备课、科研交流等集体形式进行学习，教师之间偶

尔的一个见解、一个行动可能会是智慧生成的原始发生点，教师间的交流是教师获

取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方式，教师之间的专业互助，是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重要

渠道。校园文化是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殊文化，包括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是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一片沃土。

3.社会环境

教师是社会人，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需要

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环境，主要指教育政策制度、重大教育事件等。

教育制度、政策对教师的教学有导向作用，也对教师教学形成一定的影响，社

会中发生的教育事件，可能是一场学术讲座、一次教师培训、与著名学者的一次对

话等，都会引起教师的反思，并获得一定的激励与启示，对教师成长产生影响，促

进教学智慧的生成。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做出的政策与决定，是教师发展的软环境，

对教师教学有价值引导、行动规范的作用，影响着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为教

师教学智慧的生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社会环境、教师成长、教学智慧三者紧密相连，国家和政府通过颁布教育制度

和政策，使社会公众对教育形成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为教师创造了健康的社会大环

境，帮助教师形成正确价值观，促进教师的发展，形成教学智慧。

4.1.2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策略

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智慧生成，不仅仅需要教师渊博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教师有对

教学高度的敏感性、科学的思维方式、终身的反思学习的习惯。教师在课上课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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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学智慧，如何生成教学智慧是本小节探讨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帮助教师

习得教学智慧生成的重要素养，成为一名智慧型教师。

4.1.2.1 挣脱桎梏，保持高度敏感

教师的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师在处理教学问题时，习惯地会利用已有经

验进行处理，形成“以一方药治百病”的思维惯习，虽解决了教学问题，但教学却

成了以往教学的复制品，有失教学艺术、教学智慧的风采。

教学固有惯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教师轻松解决问题，但长此以往，会出现惯习

与现实问题不完全铆合的情况，无法针对性地处理教学疑难等问题，教师虽逞一时

之快，但后患无穷。挣脱固有惯习的桎梏，是教师处理教学问题的首要问题。教师

需要明确情境是学生的情境，问题是发生在学生身上的问题，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

所以，教师固有惯习需要变革，解决教学问题不能以教师的经验作为全部依据，要

将聚焦点回归至学生身上，摆脱教师的固有意志的枷锁，为智慧形成留有足够的生

长空间。

教师摆脱惯习桎梏，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是教学敏感性发展的最好契机。教

学敏感性是指教师在复杂的教学环境中，通过教学洞察力和领悟力，及时捕捉教学

过程中偶发情况并做出准确判断，因势利导，启迪学生灵感，升华学生精神，实现

师生心灵沟通。

在教学实践中，许多情况是教师无法预测的，处理好教学问题需要教师摆脱固

有思维枷锁，时刻保持教学的敏感性，懂得驾驭课堂教学，生成教学智慧。

4.1.2.2 改善思维，提高创新水平

思维是教师智慧的源泉，是发展创新能力的原动力，形成正确思维方式，养成

良好思维习惯，有助于教师提高创新水平，形成教学智慧。

教师思维要有目的性，目的性思维帮助学生确立思考的方向，快速聚焦教学问

题，学习处于积极探索的状态，甚至达到忘我状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逐渐

养成有目的地积极思维习惯；重视思维的开放性，教师要有打破传统思维桎梏的勇

气，有开阔视野的强烈愿望，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教师的思维只有处于兴奋灵活状

态，才会迸发智慧火花，拥有创造性的发现；教师思维同时应具有逻辑性，在教学

中要有逻辑主线，不可漫无边际的任性畅想，也不可走向死板的思维极端，帮助学

生养成严谨的思维习惯，学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提高创新水平。

教师的教学智慧是多次教学思维智慧集聚的结果，优化思维方式，时刻保持自

我反思，不断学习，开阔视野，为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积蓄生成教学智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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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反思教学，促进专业发展

随着教学基础设施的不断智能化，教学环境的不断优化，为教学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便利，但仍不能忽略教师的教学智慧。教师的教学智慧生成并不是空穴来风、

与生俱来，教学反思是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生成教学智慧的重要条件，

有利于教师自觉能动的对教学进行自我优化，提高自身创造能力，实现专业成长。

教学反思需要教师了解反思内容、掌握反思方法、完善反思过程、养成反思习

惯。反思内容可能来自于其他优秀教师经验的总结，亦或自身教学经历，反思他人

教学，取其所长，补己所短，反思自身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师的教

学语言体态等；“吾日三省吾身”，教师反思需要注重反思方法，可以通过自省反思、

学习理论、进行交流等方式，不断改进反思工作；教师需要形成“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建立猜想、验证假设”的反思过程，达成有效反思；教师成长是不断经历反

思的过程，在平时工作时，自觉反思，养成良好习惯。

思则明，明则通，教师在教学中养成反思、体悟的习惯，有助于促进教师教学

智慧的生成，提高教师的教学造诣，促进学生学校的进步与发展。

4.2 研究反思

论文即将进入尾声，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既有收获，又有需要改进的不足。在笔

者进入实地学校进行调查时，发现与预想情况有较大差距，通过学习请教，调整研

究方式与计划，对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智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鉴于本人时间与

学习水平有限，本文仍有许多地方粗浅，不太成熟，有许多不足需要继续学习：

（1）本文是对 S 老师的个案研究，教学智慧的分析较为局限，并不一定能真实地

反映目前的教学智慧现状，生成机制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教师。

（2）囿于本人知识经验有限，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存在问题不足，仍需继续学习，

提高自身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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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提纲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九一学校

2.教师介绍（教龄、最高学历、荣誉称号、最高荣誉）

二、教学经历

1.师范求学

2.起步阶段

（1）第一次讲课经历（内容、课堂氛围、教学效果与反思、教学智慧的呈现）

（2）第一次公开课经历（内容、课堂氛围、教学效果与反思、教学智慧的呈现）

（3）面临的问题、如何克服。

（4）教学过程（备课、上课、练习与反思）

（5）“四基”的设计与实施。

3.成长阶段

（1）赛课经历

（2）教学设计的改进。

（3）教学智慧生成的过程。

（4）教学智慧的在“四基”中预设与实施。

（5）影响教学智慧生成的因素。

（6）教学中设计教学智慧的出发点。

（7）课堂中教学智慧的意义与价值。

4.现状

（1）目前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问题。

（2）给新手教师的建议。

（3）对教学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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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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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

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其

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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