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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到达巩固环节，教师出示
如下一题：
用分数表示涂色部分。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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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认真完成。
教师在提问时候学生对①②④回

答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却对③图的回
答结果出现了分歧：

师：第三个图认为填 1
4
的请举手

（学生举手后，笔者数了数有 55人，约
占全班总人数的 81%）。

师：第三个图认为填 2
8
的请举手

（学生举手后，笔者数了数有 11人，约

占全班总人数的 16%）。

师：不确定填 2
8
或 1

4
的请举手（学

生举手后，笔者数了数仅有 2 人，约占
全班总人数的 3%）。

数学里只有对错之分，没有少数服

从多数的惯例。81%的学生认为是 1
4
，

16%的学生认为填 2
8
， 1

4
和 2

8
到底哪

个正确呢？
这是苏教版三年级数学下册《认识

一个整体几分之一》中“想想做做”第 6
题。《认识一个整体几分之一》的教学重
点与难点是初步理解一个整体的几分
之一，学习该内容也是学生理解分数含
义重要的一环，为今后进一步抽象分数
的意义、理解分数的性质奠定基础，是
分析和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
少”实际简单问题的前提。其关键是学
生对“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在思维

层面形成的表征应是：无论多少个、无
论什么物品……无论放在盘子里、放在
筐里……都是“一个整体”“1”。

本节课教学内容先从把 1 个桃子
平均分给 2只小猴，每只猴子分得这个

桃子的 1
2
开始，到把 2个桃子平均分给

2只小猴，同样得到每只猴子分得这些

桃子的 1
2
，到有 6个桃子平均分给 2只

小猴，每只猴子依然分得这些桃子的
1
2
。由实物图启发学生联系对 1

2
已有的

认识，想到：把一盘桃平均分给 2 只小

猴，每只小猴分得这盘桃的 1
2
，由“一

个”到“一盘”或“一些”的变化，强调把
“一个整体”平均分的数学思想。这个
“把一盘桃平均分给 2只小猴，每只小

猴分得这盘桃的 1
2
”的抽象结论，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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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学习应该抓住数学的本质进行，笔者在听《一个整体的几分之一》教学时，发现教师没有合理的处

理练习题中一题出现 1
4
和 2

8
两个答案的关系，仅仅做出 1

4
和 2

8
哪个正确；没有关注 1

4
和 2

8
背后的成

因，81%后边缺失了什么，16%后边获得了什么。 由此，引申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善于捕捉知识思维的

分叉点进行引导，让学生出“错”，不再成“错”，教知识是表面，提升素养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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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引向了对“份数”关系的思考，根据学

生已有的知识和认知发展心理，就得出

结论是一个、一盘、一些乃至许多桃子

或其他物体，都可以认作是“一个整

体”，在这里初步形成单位“1”的思想

观。教材中出现的两个实物分别表示每

盘的 1
2
，是继续丰富对“一个整体”的整

体认知。如图 2：

图 2

例 2 的教学是在例 1 的基础上推

进的，平均分成 2 份，其中一份是它的

1
2
；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它的 1

3
；平均

分成 4份，每份是它的 1
4
等。

整节课教学中学生表现很好，为什

么会有 81%学生认为是 1
4
，16%学生认

为是 2
8
呢？作为听课的笔者课后了解了

这 16%学生中部分人的想法，当时他们

的理解是这样的：有 4个桃平均分成 4

份，每份是它的 1
4
，他们把“4 份”和“4

个桃”的“1份”和“1个桃”等同了起来，

正因为有了这个思维基础，后边的 8个

桃平均分成 4份，虽然认识了平均分，

但是有了前边的等同思维迁移，一共是

8个桃平均分的，每一份中是 2个桃在

一起的，这不就是 2
8
吗？这种等同思维

的起因是在哪里呢？经分析得知：学生

在例 1学习中的两个实物图表示出“每

盘桃的 1
2
”这里“断片”了，将 4个桃的

1
2
和 8个桃的 1

2
进行两相对比，比同是

“ 1
2
”，一个是 4个桃平均分成 2份，一

个是 8个桃平均分成 2份，其中 1

份的“1”和 1 份中桃子个数有没有

关系，用反逆思维的方式来丰富对

“一个整体”的感知。

课堂中出现了 16%的 2
8
无可

厚非，教师可以初步地就题论题引

导比较，4个桃中 1份和 8个桃中 1

份，它们都是在平均分成 4份的情

况下，学生思维里形成一个集合点，

这个集合点就是无论有多少个桃，

它都是一个整体，是对这个整体进

行平均分 4份的，其中的一份中无

论有多少个物体依然是 1份，就是

整体的 1
4
。对比题③和题④，它们

具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题④是 1
2

而不是 4
8
呢？这让学生茅塞顿开，

原来是其中一份和整体平均分成份

数的关系与物体的个数没有任何关

系呀！这样学生思维中形成的表征

是眼里只有平均分成的份数和取其

中的份数，由此下来学生就不会出

现给出 2
8
这个答案的现象了。

在此种情况下正确的只能是

1
4
，不能是 2

8
，如果学习了分数基

本性质后再来看这题的 1
4
和 2

8
又

都是对的。但这里的 2
8
不是正确的，

因为该内容重点是丰富“一个整体”

的感知，就是为学习后边的分数意

义、理解分数的性质做基础，为下节

课学习“求一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

少”埋下伏笔。

教师的课堂教学关注点只是放

在结果的对与错上，大多数学生答

案对了也就手抬而过。提升学生的

学科素养，我们应关注 81%后边缺

失了什么，16%后边获得了什么，这

才是我们课堂教学应该关注的焦

点。由此，课堂教学中出现上述的 1
4
和

2
8
对决的时候，教师要立马警觉停下

来，不能因为 2
8
仅占 16%就放弃，而应

“一个都不能少”地引导学生，从哪里跌

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丰富自己的“整体”

感知，让“教”为了后边的“不教”搭好桥

梁，确保每名学生都平稳过“渡”。

听课后的思考：

课堂教学中无论教师或学生出错

都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对

于“错”来说，教师应具备课堂教学机

智，抓住所谓的“错”，或许有意想不到

的惊喜。

1. 教师课堂教学中应善于捕捉知

识的思维分叉点，引导学生辨别是非

课堂教学中同一内容出现了两个

答案，一个是 1
4
，另一个是 2

8
，从分数的

基本性质上讲，一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

同时乘上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分

数的大小不变。无论填 1
4
或 2

8
都是正确

的，但这是学生初步认识分数的内容，

他们对于分数的基本性质无从了解，若

让学生去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从 1
4
和

2
8
的分子、分母变化去观察，只能作为

课后的兴趣进行，这节课还是应该突出

“一个整体”性。所以，学生在“是”“非”

不分的情况下，即学生思维出现了分

叉，其中一定有部分学生心里想到底是

2
8
正确，还是 1

4
正确，即使老师肯定了

1
4
答案的正确性，这部分学生依然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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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追问为什么 1
4
正确。这时就需要组

织学生共同讨论 1
4
或 2

8
的合适性，学

生在交流与思维的碰撞中，通过自我信

息共享，体会出“一个整体几分之一”的

真正内涵，为他们今后学习分数的其他

内容做好一个心理基础。再遇到该内容

时就不会出错了，并且 1
4
与 2

8
泾渭分

明了。常说小学生就是一张白纸，教师

就是那位作水墨丹青的人，你给他什么

颜色他就会说什么颜色，在知识的“真

理”面前学生缺乏辨别的能力，教师要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依据教材紧密联系

学生生活实际等对学生进行“是非”辨

别引导。如笔者在教学《加法交换律与

加法结合律》，让学生从大量的实例中

能够发现“加法交换律”这个定律，但学

生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加数交换位置，

结果不变”“加数位置前后交换，结果不

变”，为了能规范地引出“两个数相加交

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的定律，于是笔

者追问一个问题：“加数+加数=”，学生

迅速地明白自己的表述应修正成“和不

变”。有时学生心里明白在语言表述上

欠妥或成“默会知识”，教师就要因地制

宜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处理，使学生在思

维的分叉处拧成一股绳。所以，教学不

能只看到对与错，要看到对与错背后的

成因，针对成因相机引导，让“教”变为

“不教”。

2. “容”错在“融”错中的“荣”错

心理学家盖耶指出：“谁不考虑尝

试错误，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就将错过

最富有成效的学习时刻”。学生（抑或教

师）的一个差错，说不定正好是教师需

要的用以帮助学生发现真知的东西。学

生在课堂中出错，教师不能视作没有发

生，不能打击压抑其成长，而应怀着一

颗“容错”的心，使学生处在“融”化错误

的最佳状态，让学生快乐地从错误中走

出来。授课教师内心已经意识到 1
4
和 2

8

谁对谁错，或有经验原因，或因面子需

求，没有正确引导那少部分学生走出

“错”的误区。笔者想到以前在评讲习题

时，有这样一题：“老鹰和小鸡一共 13

只，被老鹰抓走 2只，还有几只小鸡？”

学生迅速地完成“13-2=11只”，这明显

是没有把老鹰给去掉，连续提问 5个学

生都是这样回答的，训斥学生行吗？不

行。直接讲也不行。古有“相克相生，相

反相成”的哲学思想，既然学生出现了

“错”，就用“错”的方法来解决。随机找

了 13名学生来做这个游戏，把习题变

为学生喜欢的游戏，即“习题”变“学

材”，于是在扮演老鹰的学生身上贴有

“老鹰”纸条，在小鸡们身上贴“小鸡”纸

条，告诉他们游戏的规则，按照题意开

始游戏，游戏重复了 2 遍，再询问该题

如何解答时，学生齐刷刷地举起小手，

正确地说出了答案，也领悟了该题的实

际意义。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说在说教行

不通时，形象生动的实际活动效果最

好，这与学生思维发展逻辑相关。笔者

适时表扬学生该题虽然做“错”了，但错

得值！让学生从此明白一个道理：生活

中的游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数学问题，

并更好地学习数学。本来是做“错”题

的，但学生并没有自惭，而是在“错”中

寻求真理，并以此为荣。

3. 教师的教学着眼点放在素养提

升处，要为“教”而“不教”教学

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优秀掌舵

者。小学数学教师的数学观念、数学知

识结构、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对数

学人文精神的领会都会在其实施数学

教育过程中体现出来，从而影响到学生

对数学的认识，影响到数学育人功能的

发挥。教师的每一节数学课教学着眼点

都应放在素养提升处，不能为教知识而

教知识。

学生学科素养的提升，通过课堂教

学进行是必要的手段，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不能仅仅为了“1+1=2”，而应探究“1”

背后、“2”背后的内容，还要探究“1+1”

为什么等于“2”等。也就是说教师的教

学，不仅要关注课堂知识的掌握，最主

要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课堂教学中

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美中不足，就要

引导学生进行质疑，使学生养成质疑的

好习惯，科学的发展是在质疑中前进

的。为什么这节课练习中有学生填写

2
8
，有学生填写 1

4
，他们各自的理由是

什么，这样学生就会寻找出“一个整体”

的含义，也许能从中发现分数基本性质

的雏形。引导学生质疑要从数学角度用

有条理的理性思维进行。笔者教学三角

形稳定性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活动

的板凳腿斜钉上一根木条，就不晃动了

呢？学生在思考当中思维里有清晰的画

面，首先构成一个三角形，接着三角形

三个顶点固定了，三角形大小就不变

了，最后得出三角形大小不变就是三角

形的稳定性。

数学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学，

它有严谨性、科学性、发散性、发生性、

生成性等特点，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

不以教会学生知识为终极目标，而以引

领学生形成自我的数学教育观为数学

生命的血脉。学生经过若干年的数学学

习，对生活、对数学、对数学与生活有了

全新的理解，能从数学角度思考生活，

能从生活角度分析数学，这时学生的数

学素养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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