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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理念的引领下，近几年的小学数学课程改革轰

轰烈烈，“自主、合作、探究”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 . 但

在实际教学中有些老师误解了探究性学习的真实含义，并没

有收到理想的教学 效 果 . 那 么 ，如 何 走 出 小 学数学探究性学

习的误区呢？
一、走出“活动即探究”的误区

《数学课程标准》十分倡导学生主动 进 行 观 察、实 验、猜

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动手实践、自主探 索 与 合

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因而， 广大教师都十分

希望能在课堂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能“动眼、动耳、动口、动手、动脑、动情”，让课堂热

热 闹 闹、轰 轰 烈 烈 地“动”起 来 . 很 多 教 师 走 入 了“活 动 即 探

究”的误区.
例如，有教师教学 1 公顷、1 平方千米时，让学生测一测，

亲自体验它们的大小. 带领学生走上操场，目测、步量一个边

长 为 100 米 的 正 方 形，感 受 1 公 顷 的 大 小；走 上 大 街 ，步 测

1000 米的长度，试估计以这一边为正方形的其他两个顶点分

别在什么位置，体验 1 平方千米的大小，进而 估 计 城 区 面 积

的大小，结合《社会》课学到的知识，让学生算出城区 人 口 的

密度，为居民娱乐、健身场所等提出规划建议.
应该说这样的教学教师显然是想让学生通过自主实践，

在实际空间内对 1 公顷、1 平方千米的大小有深刻的体验. 虽

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样的操作活动显然还不具备探究性学

习的基本特征. 探究性学习活动至少应该具有： 学生提出问

题或根据问题寻找解决方法，自主地选择、使用一些方式（工

具）进行活动（操作），过程中还要会与人合作，交流自己的思

维，并能对自己和他人的操作进行反思和评价.
特级教师钱守旺说得好：教 学 并 不 是 越 热 闹 越 好，也 并

不是笑声越多越好. 安静、 有序的课堂气氛也是新课程所追

求的 . 北师大肖川博士说：让学生“动”起来是改革的 一 个 目

的，但光“动”起来是远远不够的 . 让学生“动”起来是一个好

课堂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 充分条件是什么

呢？ 我想就是要带给学生充实的精神生活. 如果没有这个“充

分条件”，那么，这个“动”就可能是“乱”，就会停留在 表 面 上

的热闹，而实质上并没有带给学生理智的挑战、认 知 上 的 冲

突、内心的震撼和无言的感动 . “活而不乱”才是新课 程 背 景

下课堂教学追求的理想目标.
二、走出“经历即探究”的误区

探究性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更重要的

是在知识探寻的过程中孕育一种问题意识，亲自寻找并实践

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往往还是重视其知识

获得功能，而忽略真正“教”学生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 . 那 样

的话，探究性学习实质上成了为探究而探究. 因此，我们在这

过程中应让学生面对问题探寻个性化的方法，强调过程性探

索，在经历和体验中理解探究性学习所带来的成功与喜悦.
但仅是经历知识的认识过程， 就能达到探究的目标吗？

我想也不见得. 在平时的教学中，很多教师走入了“经历即探

究”的误区. 如一位教师上“长方形周长的计算”，这节课是在

学生认识了“周长”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师把学生带到学校的

篮球场上，发给每组一条 2 米长的卷尺，让 学 生 寻 找 篮 球 场

的周长、测量周长. 在操场上上数学课？ 学生感到很新奇，东

奔西跑的，左顾右盼的，整理整理队伍，测量时又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一节课就在学生嘻嘻哈哈中过 去 了，等 回 到 教 室

汇报时才发现只有少部分学生完成了测量 . 至 于 如 何 计 算，
那只能等到第二节课了. 在这节课中，学生是有所体验，但学

会了什么？ 不必说篮球场周长是否真的需要去实地测量，即

使真的去测量，如果没有事先的精心设计、安排，让学生明白

去篮球场干什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按什么程 序 去 测 量，
那很可能成为一场“闹剧”.

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学会“思当所思，说当所说，
做当所做，记当所记”，如果数学课不能让学生学会一些数学

知识，掌握一些数学技能，理解一些数学思想，解决一些数学

问题，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数学课是一节失败的数学课.
三、走出“深入即探究”的误区

中科院戴安邦院士主张把小学数学课堂改成“小型的科

学实验室”，实验程序并非完全给定，而是 开 放 式 的，要 求 学

生自己搜集资料，自己观察，自己分析，自己总结 . 这 些 与 新

课改的理念是殊途同归的，但对小学生而 言，是 不 是 说 探 究

的“度”越深入就越好？
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些 教 学 内 容，尽 管 教 师 创 设 了 一 定

的问题情境，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去自主探索、去表

达交流，但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在三年级“移多补少使两

部分物体个数同样多”的第一次教学时，教 师 设 计 一 个 移 圆

片的实验，12 个圆片分成不等的两堆， 通过移动使两堆的个

数同样多. 让学生从中观察、概括移动个数的规律，可惜学生

很少能够自主发现规律. 第二次教学时，教师先后通过演示、
让学生填写事先设计好的实验表格，组织 学 生 观 察、讨 论 等

方法去概括规律，学习的效果就很好. 通过上课、听课教师的

讨论，大家认为，第一次教学预期的效果 没 有 出 现 的 原 因 是

没有正确估计学生的学习起点. 探究活动也是一项需要经验

的活动，小学生没有相应的探究方法储备也没有相应的探究

经验，因此，自然而然也就失败了.
以往我们往往 把 前 人 总 结 的 现 成 知 识 以 结 论 形 式 教 给

学生，没有让学生明了知识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误区；现在

不考虑学生的基础，不讲究一个“度”，什 么 都 让 学 生 深 入 探

究也是一个误区. 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知识的难易

程度，学生的经验积累，灵活安排探究活动.
总而言之，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式，但

它也有不足之处， 如它比接受性教学方式要多花很多时间，
这就决定了课堂教学不可能都采用探究式，而且有些内容也

不适合探究. 让我们走出探究性学习的三大误区， 使我们的

数学教学因灵动而精彩，因智慧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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