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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如“下棋”

□ 夏永立

课堂如棋局，上课如下棋。不谋全局者，不足

谋一域。

下棋前，必须掌握一些基本原理。课前亦然，

教师需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把握学生的心理发展

规律，丰富教学常识，方能深入浅出，使数学知识变

得简单易懂，便于学生进行数学学习。

下棋前，应做好战略布局，研究战术。同理，课

前教师应具备单元整体教学意识，抓住核心知识，

统整教学内容，将数学关键问题、核心任务设为教

学支架，以促进学生的深度理解，取得课堂教学的

最佳效益。同时，教师应研究将教学方式从单一讲

授式改成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互动式等，引导

学生开展跨学科的主题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

下棋时，起始步至关重要。上好单元起始课亦

是如此。教师应以数学核心概念为主线，规划单元

教学路径，为学生的结构化学习“导航”。如教学

“分数”单元时，教师在起始课上抓住“计数单位”这

一核心概念，做到“起点低、节奏慢”，让学生慢慢领

悟基础知识，将“分数的意义”“除法与分数”“分数

的基本性质”“真分数和假分数”等相关内容串联起

来，形成认知结构。

下棋时，若急于求成，仓促出手，则易被对手洞

悉战术，导致败局。教学亦然，教师要善于从教学

内容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出发，不急不躁，循序渐进，

夯实每一个环节。如在教学“小数的初步认识”时，

让学生理解一位小数，即将1细分后产生更小计数

单位0.1，再数出有几个0.1。如此，在教学“小数意

义”时，便能进行迁移，不断进行细分，产生不同的

计数单位，由此得到多位小数，实现教法的统一，凸

显数学的本质。

下棋时，切忌当局者迷。若无大局意识，仅顾

眼前，就会顾此失彼，陷入困局。只有“走一步，想

三步”，将一步棋置于整个棋局之中，用整体的眼光

来审视，不拘泥于眼前得失，方能做到旁观者清。

教学中，教师也需学会“跳出教材教数学”，拥有更

广阔的教育视野和格局，学会“抓大放小”，把握数

学核心知识，关注教学重难点，在关键问题上发力，

以期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

下棋时，不可照搬棋谱，纸上谈兵，更不可随心

所欲，草率行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不可照搬

名师教案，而应根据学生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

学方法，善于运筹帷幄，方能出奇制胜。

下棋后，需谨慎复盘，以备再战之需，提高棋

艺。数学课堂上，教师也应及时评价反馈，善于引

导学生“一步三回头”，不断回顾学习历程，并进行

反思。课后，教师要总结教学得失，不断改进教学

方法。

零散的数学知识就像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

教师需成为下课堂这盘棋的高手，不断修炼课堂教

学技能，具备高超的教学艺术与非凡的教学智慧，

学会抓住数学核心知识，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

系，让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方能达到人课合

一的理想境界。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吴昌硕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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