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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假设你的桌前放着一个红苹果，你的朋友把门

关上，并把所有的灯都关闭，房间里完全黑暗了。房

间没有窗，门也没有缝隙，没有光能进入这个房间。

想一想，在黑暗中你能看到这个红苹果吗？

这不是突发奇想，这是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

《有关光的思考》一课中提出的问题。面对这个

问题，许多学生认为可以看见红苹果，也有一些

学生认为在这个房间待一段时间后，眼睛适应了

黑暗的环境，就可以看到红苹果。而事实上，无

论在这个房间待多长时间，我们都不能看到这个

红苹果。

如果老师仅仅把正确结论告诉学生，学生肯

定难以理解，甚至还会怀疑结论的正确性。怎么

办？科学是讲究证据的！课堂上，我让学生在桌

面上放一个纸团，然后将作业本卷成圆筒，紧紧

地盖在这个物体上，再把眼睛凑在圆筒的上端往

下看（如图 1），学生会发现真的看不见纸团。同

时，我又布置学生回家继续实验，准备一个苹果

和一个鞋盒，在鞋盒的一端挖一个小洞作为观察

孔（如图 2），把苹果放在鞋盒里，当鞋盒的盖子

打开时，我们通过观察孔可以看到苹果，一旦把

盖子盖上，鞋盒里处于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时，

我们就不能通过观察孔看到里面的苹果了。通

过亲自做这两个实验，学生会形成共识：我们能

看到物体，是因为物体将光反射或是直射到我们

的眼睛里，没有光我们就无法看见物体。

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

万学学做真人。”科学概念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

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而实验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是最具说服力的科

学证据。在亲身实验之后，学生会发现其中的规

律性，同时还会产生新的探索问题，这时教师再适

时引导，巧加点拨，通过对实验的观察、探索和重

复性的验证，从而使学生有效建构科学概念。

又比如，四年级上册《声音的高与低》一课有

个实验，玻璃杯里装入不同数量的水，用同样的

力敲击玻璃杯，聆听声音的高低变化。从原理上

分析，这里涉及到玻璃、水和空气三种物质的振

动，还需要考虑敲击部位是在杯口还是杯底等因

素。如果只是讨论敲击时是水多声音高还是水

少声音高，学生往往会犯迷糊。我的做法是让两

位学生上台，一个负责用同样的力敲击玻璃杯，

另外一个负责不断往玻璃杯里加水，其他学生保

持安静认真聆听，还可以换人多次实践，很顺利

地便解决了这个教学难点。其实，很多科学实验

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做一做。

用实验取证，有效建构科学概念
莲都区天宁小学 陈建秋（丽水市教学名师）

二年级数学已经开始渗透抽象思维成

分，许多小学生最怕数学上的应用题,因为他

们很难将题上的形象思维转化为所学的抽象

思维。二年级数学会学习哪些应用题呢？周

期问题、植树问题、鸡兔同笼、年龄问题、和

差、和倍、差倍问题等等，以上应用题学生不

一定都要完全理解，但需要了解基础原理。

笔者认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孩

子进行应用题学习难关的突破。

情景感知

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儿童认知发展

经历三个阶段。即行为把握（从动作中发展认

知）→图像把握（由直观的图像来发展认知）→
符号把握（由语言信息的接受来发展认知）。

我们知道，数量关系是应用题的核心，学生掌

握了应用题的数量关系，也就明确了题目的结

构、把握了解题思路。而隐含在应用题事理中

的数量关系是抽象的，因此，要让学生通过情

景感知，去理解抽象的数量关系，即要让学生

看到应用题生动的背景，从而借助于生活经验

或表象进行思维，进而理解题目中的数量关

系，明确题目结构，把握解题思路。

提炼概括

要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简单实际

问题的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让学生通过情

景感知、凭借生活经验、进行形象思维去解

题，因为应用题反映的是一个实际问题。学

生解应用题的过程是一个用数学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它首先要求学生逐步舍弃应

用题中的生产、生活情节，进行提炼概括，使

之成为数学问题，再运用数学知识进行计算

解答，进而解决实际问题。美国数学家斯蒂

思说过，如果一个特定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一

个图形，那么，思路就整体地把握了问题，并

且能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解法。因此，要重

视培养学生提炼概括应用题题意的能力。具

体做法是：1. 用简约精确的文字语言概括题

意；2.用线段图来概括题意；3.用图形来概括

题意；4.用摘录条件和问题的方法概括题意。

策略创造

在提炼概括出应用题的题意后，学生往

往只想能运用数学知识很快求出答案，答案

一旦被求出，任务也就完成了。然而解应用

题的目的不光是求出问题的答案，更重要的

是通过解题的过程，来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

能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当问

题被解决后，我们要让学生充分展示其思维

过程，相互交流，并进行解题后的反思：我为

什么会想到这种方法？我是怎样思考的？有

没有其他的思考方法？哪种思考方法更有灵

活性等等。鼓励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进

行解题的策略创造。

情景感知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应用题的数

量关系，明确题目结构及解题思路；提炼概括

是培养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再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策略创

造重在让学生不仅关心问题的答案，而且更

加关心解题的思考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策

略水平。这三个环节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

机整体，在应用题的学习中应予以重视。

试谈二年级数学
应用题学习
难关的突破
莲都区人民路小学 王松民

统编小学语文复述练习，教材已经提供了多

种复述的支架系统，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根

据不同类型文本进行支架二度开发和优化利用，

才能真正达到高效能复述的理想状态，我们今天

就谈谈高效率达成简要复述目标的支架系统搭

建。简要复述要求学生复述时能区分内容的主

次，有选择地复述课文，对主要内容可以讲得详

细些，次要内容可讲得简单些或适当省略。而学

生在简要复述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讲得面面俱

到无重点。如何借助支架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统

整，语言重组，形成提纲式记忆，是提升简要复述

效能的关键所在。

有删有整，形成标题支架

标题支架学生最擅长，因为从低段开始老师

就会渗透“把话说简洁”的语言训练，并且在课堂

作业练习系统里出现过很多用小标题形式概括

的题型，所以标题支架孩子并不陌生，不仅方便

学生的简要复述，更重要的是提升学生统整内

容、重组语言的能力。拟定小标题，适合用在整

体感知教学环节，梳理出大概故事环节后，试着

用简洁的小标题提炼环节内容，整合生成符合简

要复述要求的语言材料。如，四年级上册的《西

门豹治邺》一课的课后习题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

容填一填，再进行简要复述。题目中已经提示了

结果部分的标题可提炼为“兴修水利”，根据范例

孩子提炼出前面两个环节并不难，老师再引导学

生结合环节描写篇幅以及表达的主题判断出第

一环节“摸清底细”和第三环节“兴修水利”并非

是复述重点，就可以删减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进

行复述。通过重点阅读“惩治巫婆和官绅”的文

本内容，在这个一级标题下继续引导建立二级标

题，“将计就计，救下姑娘”、“假戏真做，震慑帮

凶”，学生根据这两层标题的支架很容易达成简

要复述的目标。

理出主次，形成脉络支架

脉络支架用在整体把握文本的教学环节最

好，通读全文后进行脉络梳理，并能以板书直观

呈现，尤其像叙事性文章，梳理出起因、经过、结

果，聚焦最精彩的经过部分展开复述，从整体感

知到聚焦重点本身就需要经历语言重组的过

程。这类支架最大的好处是帮助学生理清文章

的结构性条线，对文本主次有个整体把握，容易

抓住重点。如四年级上册《普罗米修斯》一文，在

通读全文整体把握环节时就理清神话起因是普

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经过是普罗米修斯受罚，

结果是大力士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抓住三要素

理清重点是引导学生聚焦经过部分的“被锁悬

崖”“鹫鹰啄肝”等情节，重点复述环境的神奇和

刑罚的可怕，体会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伟大。通过

语言的重组将次重点结果部分的“解救”情节进

行简述，对次要情节起因部分则高度浓缩，一带

而过地复述。

重构支架系统，高效达成简要复述目标
莲都区联城小学校长 周爱红（丽水市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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