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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陌生人”

□ 邵汉民

最近，我应邀到外省上一节公开课。由于这节

课被安排在下午第一节，学生提前 10分钟就到了

上课的教室。我心想：看来需要和学生做一下课前

交流，暖暖场。可是和他们交流什么呢？这时，我

看到靠窗第二排有一名小男生正好奇地看着我。

我向他走近了一些，也盯着他上下打量。他不好意

思地咧开嘴，露出两颗大大的门牙，笑了起来，颇有

几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模样。我向他微笑着点

了点头，然后又去打量他后面的学生。就这样打量

了几名学生之后，学生纷纷疑惑起来。这时，我向

大家解释道：“我在找有没有我认识的同学。”学生

听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学生说：“不可能，

我知道您是从杭州来的，离我们这么远，怎么会认

识我们呢！”有学生说：“除非我们班级中有‘明星’，

老师在电视上看到过。”

学生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以各种理

由说明我不可能认识他们。我接着说：“正如大家

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新来的人’。你们不认识

我，我当然也不认识你们。”课前谈话进行到这里，

我头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新的想法。于是我说道：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上一节数学课，要学习新的数

学知识，就像要和一个‘新来的人’见面一样。你们

会对这个‘新来的人’感到陌生吗？”

学生有的摇摇头，有的举手想要发表看法。有

学生说：“新学习的数学知识可能与我们之前学习

过的知识有联系。就像我们这个学期学的‘小数乘

法’，就是在整数乘法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小数点。”

有学生说：“有一些数学知识我们平时碰到过，比如

买东西后抽奖，可能会中奖，也可能不会中奖，这就

是我们刚学习过的‘可能性’。”

看来，五年级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已经有

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到要把即将学习的新知识

看成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之所以“陌生”，是因

为其中包含着还没有学过的新知识；之所以“熟

悉”，是因为要学习的新知识与他们已有的知识基

础或生活经验有关联。这个道理相信每一位教师

都懂，大家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也是这样做的。但

是，仔细分析日常教学会发现，有时依靠“熟悉”并

不能真正认识“陌生人”。

近段时间，我在基层学校分别听两位教师上了

一年级上册《9加几》一课。两位教师在课堂伊始

都组织了一次“数数比赛”，在屏幕上同时呈现两幅

情境图：左图中是散乱摆放的十几支铅笔；右图中

的铅笔数与左图同样多，但是其中 10支是捆在一

起的。毫无疑问，比赛结果是数右图中铅笔支数的

学生获胜。显然，教师设计的“数数比赛”是为学生

学习“9+4=？”做铺垫。然而，要从熟悉的“数数”走

向陌生的“凑十法”，还需搭建有助于学生理解的支

架，即让学生将右图的“数数”过程编成应用问题，

如“10+3=？”，使支架与新知识具备共同的结构，促

使学生发现“凑十法”的本质是转化思想。

人与人之间由陌生走向熟悉需要的是互动和

交流，而学生与数学之间由“陌生”走向“熟悉”，除

了外在的互动和交流，还需要内在的关联和结构。

我们可以从数学的产生或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学习

经验出发，探寻学生与数学之间的关联和结构，让学

生感受到数学新知识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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