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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应当是 一 个 生

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认真听

讲、积极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１］在这众多的

学习方式中，动手实践可以说给数学 教 学 注

入了新鲜的活力，它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 的 学

习兴趣，促进数学理解，推动 数 学 探 究，还 可

以带领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 识，积

累较为丰富的数学活动经验．随着新 课 程 的

推进，动手实践在数学教学中被越来 越 多 的

教师所使用．然而，有些动手实践往往只停留

在动手操作层面，和数学知 识、数 学 原 理、数

学思想方法脱节；在有的动手实践结束后，教

师没有引导学生进行很好的总结、概 括 和 提

炼，学生的数学思维没有实现必要的 提 升 和

超越．［２］数学教学中动 手 实 践 该 如 何 有 效 实

施，值得思考．

１　只有动手实践就够了吗？

在一个学校观摩 听 课，教 师 正 在 讲 一 套

考试题，其中有一个题目如下：

将一张正方形纸片按如图１所示不断对

折，最后剪去上面的小三角形（阴影部分），问

把剩下的图形展开后会是什么形状？请选出

正确答案．

图１

　 （Ａ）　　 　　（Ｂ）　　　　（Ｃ）　　　　（Ｄ）

“这道 题 是 考 察 动 手 能 力，没 什 么 好 讲

的，大家只要动手做出来，一看就知道选哪个

了．”教师的话音一落，学生们开始撕纸、找剪

刀，动手做 了 起 来．教 室 里 开 始 变 得 热 闹 起

来．
“正确答案应该选什么？”教师问．

“选Ａ．”有少部分学生回答．
“不对，选Ｂ．”
“不对，应选Ｄ．”
“Ａ，Ｂ，Ｄ都对，应是多选．”

学生们的答案出 现 了 争 论，这 是 教 师 没

有想到的．他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发现果然剪

出Ａ，Ｂ，Ｄ的都有．他开始强调，“不是多选，

只有唯一答案，大家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人

哪个步骤做错了．”

教师的暗示并没 有 平 息 学 生 们 的 争 论，

有的争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老师，到底选

哪个呢？”“正确答案应 该 选Ｄ”，在 学 生 的 一

２ 数学教学研究　　　　　　　　第３２卷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５月



再逼问下，教 师 说 出 了 正 确 答 案．选Ｄ的 学

生开始兴奋起来，选其他答案的显得 有 点 沮

丧．教师让没选对的同学再动手做一遍，并寻

找选错的原因．一段时间后，教师提问一个没

选Ｄ的学生：“你现在知道你错在哪了吗？”
“知道了，我只管 对 折，没 有 注 意 图 上 箭

头所指的方向．”
“好了，知道错在 哪 就 好，以 后 再 见 到 这

种题可要睁大眼睛啊．”

在教师和学生的 互 动 中，“动 手、睁 大 眼

睛”成为了关键词．如果是这样，这道 题 似 乎

更多的在考察学生的“眼力”？与学生拥有的

数学知识无关．假如让一个能看懂图 示 的 小

学生来做，估计也能选出正确答案．作为一个

数学考试题，一定包含相应的数学知 识 和 数

学思想方法．那么，这个问题除了要考察学生

的动手能力，还考察学生的什么数学能力呢？

在这里，教师并没有在这方面给学生 过 多 的

引导和解释．课后，我与这位教师就这个问题

进行了交流，问他这个题如果不让学生动手，

该如何做？“不动手？”教师显得有点很突然．
“对，不动 手，就 通 过 数 学 思 考 来 选，看 会 如

何？”“这个没想过，不过下节课再在另一个班

上可以试一下．”听了教师的 回 答，我 带 着 好

奇又听了第２个班的课．
在第２个班，问题一出来，看见有学生急

于动手做，教师赶忙制止：“大家不要动手，通
过你的观察、想象、推理和数学思考来选．”教
室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盯着图形看，过了一

阵，教师问大家正确答案应该选什么，这时学

生的回答 Ａ，Ｂ，Ｃ，Ｄ都 有．教 师 随 即 提 问 一

个选对的同学，让他告诉大家为什么选Ｄ．这
位学生回答：“既然操作是对折，就是 对 称 问

题，由于问题要求剪后再展开，因此可以逆向

思维，即将所给的图从右向左按箭头 反 方 向

还原回去（如图２所示），自然就会得到Ｄ答

案，他的回答获得了一片掌声．还有没有其他

方法，“我是采用排除法，很显然，在折叠过程

中，正方形的４个角始终没 动，因 此，最 后 打

开它的４个角一定是全的，不可能出现Ｂ那

样的情形，另外，它也不可能是空心，排除Ａ，

Ｃ，所以选Ｄ”．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说出了

各种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这个 问 题 的

解决不一定非要动手实践，通过数学 思 考 也

能很好解决．

图２

数学教学中，动手 实 践 与 数 学 思 考 要 相

伴而行，否则，单纯的动手就可能成为机械化

的操作，脱离数学内容．就这 个 问 题 而 言，当

学生通过动手实践得到答案后，应进 一 步 从

数学知识和逻辑推理的角度去分析，引 导 学

生揭示其中蕴含的数学知识、原理和 思 想 方

法．同样，在后边学生通过数学思考选出答案

后，可以让其进一步通过动手实践来 验 证 其

结论的正确性．数学教学提倡动手实践，但数

学课终究不是手工课，有它承载的教学任务，

因此，动手实践不是目的，只 是 手 段，其 指 向

应该是学生数学知识的建构和数学思维的发

展．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动手实践，要为学生数

学知识的学习和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提供帮

助，让学生通过动手实践，探 索 数 学 概 念、感

受数学过程、掌握学习方法．为 此，当 学 生 动

手实践时，教师要引导学生 经 历 观 察、实 验、

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最终引发

学生的数学思考．
２　动手实践的实施策略

２．１　通过动手实践去探索发现

动手实践的最大 优 势 在 于 亲 历、感 知 与

探索，教师只有明确它在数学教学中的价值，

才能在教学时加以重视，并有效组织．在实施

动手实践时，教师要像一个向导，引导学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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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实践与数学知识、数学原理、数学方法的

探索发现与数学思考紧密联系起来．
在北师大八年级上“平行四边形性质”一

节，教材设计了“做一做”的活动．其中平行四边

形的三条性质都要求学生通过用纸片复制一个

平行四边形，然后借助旋转的方法来获得．
一位教师上这节 课，先 问 学 生：“平 行 四

边形有什么性质？”

学生回答：“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
“好，我们来看这个性质如何证明．”

接着，教师用同样 的 模 式 讲 了 平 行 四 边

形的其他两个性质，整节课没有让学 生 动 一

下手．课后和教师交流，学生没有探索就怎么

知道了 平 行 四 边 形 的 几 个 性 质 呢？ 教 师 回

答：“这些学生提前预习过了，当然知道．”
“教材上要求让学生通过 旋 转 平 行 四 边

形来探索平行四边形的性质，你为什 么 没 有

让学生这么做呢？”
“动手浪费时间，效 率 不 高，学 生 关 键 还

是要会证明，会用性质解题．”

这位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和教学重难点的

把握显然与新课程的要求有些偏差，同时，对
于动手实 践 在 数 学 教 学 中 的 作 用 也 缺 乏 认

识，其教学的思路依然停留在告诉学生结论，

训练学生如何证明，至于前面的动手 探 索 则

完全可以忽略．在另一节“三角形内角和”的

教学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会让学生 动 手 做

“撕角拼”的活动．在动手实践过程中，教师还

不断启发学生，“大家想想，除了这样拼外，还
可以怎么 拼．”这 里 学 生 动 手“撕 角 拼”的 过

程，其实质是在进行角的位置的移动，最后达

到三个角拼在一条线上的目的．教师 之 所 以

在这里舍得花时间，敢于让学生动手实践，是
在为后面获得数学证明探路．当学生 在 前 期

有了丰富的活动体验，在证明时，教师就不难

回答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作辅助 线，你 是

怎么想到 要 作 平 行 线 的？”而 活 动 中 不 同 的

“拼角”方法则正好对应了不同的辅助线的作

法，进而有了不同的证明方法．动手实践是先

导，它为数学证明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上 的 探

索，教师明确了动手实践在这节课中 的 重 要

性，就会对动手实践格外重视，并在具体实施

时提出较为具体的要求．如让学生先 将 三 角

形的三个角做上不同颜色的标记，以 免 后 面

拼的时候混淆；当三个角拼在一条线上时，将
那条直线用虚线画出来（如图３所示）．如果

把动手实践的过程用图形记录下来，自 然 就

是一个严格的数学证明．否则，在这个内容的

教学中，就会出现动手是动手，数学证明是数

学证明，二者没有任何联系的“两张皮”现象．

图３

２．２　在动手实践中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

数学教学要培养 学 生 的 应 用 意 识，一 方

面，要有意识利用数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去

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解决现实世 界 中 的

问题．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蕴涵着

大量与数量和图形有关的问题，这些 问 题 可

以 抽 象 成 数 学 问 题，用 数 学 的 方 法 予 以 解

决．［１］在学生动手实践过程中，往往有很多数

学原理在支撑，通过它可以让学生更 好 地 体

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感受数学的魅力．
当学习了一些抽 象 的 数 学 概 念、数 学 原

理后，学生对其内容本身的理解可能 不 是 很

深刻，对其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
教师通过恰当的动手实践活动，可以 让 学 生

对其意义、内涵、外延等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

解．如在学习了黄金分割后，教师可以让学生

拿出一张纸，让每个学生通过折纸的 方 法 做

出纸片长边的黄金分割点．这个问题 表 面 上

是一个动手实践的问题，如果学生仅 仅 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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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时间用在动手尝试上，那很可能 是 无 果

而终．相反，如 果 在 清 楚 问 题 后 开 始 数 学 思

考，从数学原理的研究上入手，则有可能会很

快找到动手的思路与方法．这就促使 学 生 进

一步查阅黄金分割的定义、了解黄金 分 割 的

特点、琢磨黄金分割的尺规作图等，思考如何

把它应用到具体的问题上．当学生在 理 论 上

弄明白，画出草图后，动手做出结果只是水到

渠成的事情．
再例如在学习概 率 时，学 生 对 频 率 和 概

率的关系总是很困惑．于是在面对问题“若抛

一枚均匀 的 硬 币，正 面 朝 上 的 概 率 是 多 少？

反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时，教 师 一 般 让 学

生抛１０次硬币，并记录他们 的 结 果．学 生 一

般对这种动手活动兴趣很高，当他们投掷１０
次硬币后，发现他们很多人得到的正 面 或 反

面朝上的频率不是０．５．学生活动完，教师开

始讲解：掷一枚均匀的硬币，所有可能出现的

结果有２种：正面朝上、反面朝上．其中，正面

朝上、反面朝上的结果都只 有１种，因 此，正

面朝 上 和 反 面 朝 上 的 概 率 都 为０．５．当 动 手

实践与数学理论形成认知冲突时，学 生 有 强

烈的学习动机，这也为教师进一步解 释 统 计

意义下的概率定义提供了契机．利用 频 率 来

刻画概率，是指在同样条件下，当大量重复试

验时，把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所逐渐 稳 定 到

的常数作为事件发生的概率．这里教 师 可 以

进一步介绍普丰、费勒、皮尔 逊 等 人 的 试 验，
让学生体会“大量重复试验”的意义，体会频

率在０．５左右与概 率 是０．５的 关 系．鉴 于 课

堂时间有限，不可能让学生做成千上 万 次 的

投掷硬币试验，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 课 后 继

续做这个试验，并记录所得结果，这样不仅将

动手实践延伸到了课外，还加深了学 生 对 这

种概率定义的理解．
２．３　创造性设计动手实践

有的数学教学内 容，一 开 始 很 难 把 它 与

动手实践联系在一起，教师如果能深 入 研 究

和挖掘其本质的东西，完全可以将其 置 于 一

定的活动中，创造性地设计 动 手 实 践，这 样，
一个抽象的问题学习起来就会变的轻松和简

单．下 面 是 美 国 教 材 中“动 手 做”的 一 个 例

子［３］，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主题：探索质数和合数．我们称有两个以

上因数的数为合数，只有两个因数的 数 为 质

数．下面你可以通过矩形的组合探索 一 个 数

是质数还是合数．
（１）探索６是质数还是合数．用６个单位

是１的正方形瓷片组合成尽可能多 的 矩 形，
我们可以得到１×６和２×３两个矩形．所以

可以说６的因数有１，２，３和６．因此６有４个

因数，它是一个合数．
（２）探索１１是质数还是合数．用１１个单

位是１的 正 方 形 瓷 片 组 合 成 尽 可 能 多 的 矩

形，我们只能得到一个１×１１的矩形，所以可

以说１１的因数有１和１１．因此１１有两个因

数，它是一个质数．
这里教师 没 有 简 单 抽 象 地 来 讲６和１１

该如何分解，而是将它融入了一个动 手 实 践

中．学生在 教 师 的 引 导 下，通 过 自 己 动 手 操

作，获得了对质数、合数的感 性 认 识，进 而 深

化对其概念本质的理解、记忆和掌握，为以后

知识的拓展和灵活运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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