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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教学探索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教育家叶圣陶对培

养学生自主阅读探究的重要性作过如是精辟的

论述。所谓“不需要教”，就是指学生在教师的

正确指引下，能理解并独立运用某种知识，形成

相关的习惯、能力。但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让

学生一直处在知识被动接受者的地位，抑制了

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探究意

识和创新能力。数学阅读是指学生凭借已有的

知识经验，调动潜在的思维，通过阅读数学资

料，学会用数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知、理解、掌

握知识，发展数学思维，感受数学知识的活动。

而数学课本是学生学习数学最重要的阅读资

料，也是其他资料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引导学

生读懂数学课本是提高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有

效途径。

一、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迸发阅读探究数学

的兴趣

在学习中，学生如果对所学内容兴趣索然，

那么所有的引导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兴趣，创

造一个充满积极情感的学习环境，是引导学生

读懂数学课本的前提，是构建阅读探究模式的

基石。而营造和谐的数学情景则是激发学生自

主阅读探究的兴趣，提高阅读探究能力的重要

手段。

（一）创设生活情景，激发阅读探究兴趣

生活是科学世界的源泉，也是数学的原点

和归宿。生活中的数学现象无处不在，借助学生

熟悉的日常生活情景引入新课，更容易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阅读数学书的兴趣，积极投身到

阅读探究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如教学“黄金分

割”时，利用生活中的数学美激发学生的灵感：

姿态优美，身材苗条的时装模特和翩翩起舞的

舞蹈演员，他们的人体下半身（即脚底到肚脐的

长度）与身高的比近似于“黄金分割”的比值

（ 5姨 -12 ，近似于 0.618）。凡是具有这种比例

的图样，看上去令人感到和谐、平衡、舒适，容易

产生美感。遗憾的是，即使是身材修长的芭蕾舞

演员也很难达到如此完美！某女士身高 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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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身 0.95m，她选择多高的高跟鞋就能把自

己打造成黄金比例身材？给人们更强更美的视

觉效果，使之更为出众，平添无穷的魅力。让学

生感到学习数学很有用，自发产生一种阅读探

索数学书的兴趣，萌发出一种“自我需要”的强

烈求知欲，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探究就成了水到

渠成的事情了。

图 1 图 2
（二）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阅读探究的

动机

阅读动机激发得越强烈，就越能对所学的

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越能发

挥学生的智慧潜能，产生阅读探究的火花。如教

学“相似三角形性质的应用”时，可设计下列问

题：哪位同学能测出校道的路灯高度？学生一看

就来劲了，纷纷出谋献策，有的说爬上灯杆度

量，有的说……，有的说可以根据灯光下人的影

子长以及人与灯杆的距离（如图 2），利用“相似

三角形的对应边成比例”来求。这样，可以把学

生引入“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的问题情景，引导

学生进行阅读探究，提高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阅读数学书的兴趣，而

且使学生思维更加活跃，充分激发培养了学生

的自主阅读探究意识。

二、设计学案，构建探究模型，引导学生走

阅读探究之路

（一）创设学案，构建阅读探究模式，开辟阅

读探究的途径

“学案”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

识经验，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数学书、学会自主探

究数学知识而编制的学习方案，也是为学生开

辟自主阅读探究之路的工具。学案实质上是教

师用以引导学生掌握教材内容、沟通学与教的

桥梁，也是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和探究知识能力

的一种重要媒介，具有“导读、导思、导做、学会

阅读、学会探究”的作用。学案教学是以学案为

依托，引导学生先行，并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

性，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开发学生智能，培养学

生的阅读探究能力，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提高

学生自主阅读探究能力。

变“教案”为“学案”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

途径。“学案”是以学生为中心，体现师生的互动

性，教师是课堂的组织引导者，学生是真正的主

角。克服了“教案”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自导自

演，学生是听众，被动接受知识的缺点。“学

案”利于学生的自主阅读探究，它能起到“以问

拓思，因问造势”的功效，并能引导学生从理论

阐述中掌握问题的关键。“学案”能让学生学会

独立地将课本上的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整理归

纳，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学案”能巩固解

题知识，掌握解题方法和培养技能，而且能优化

学生的认知结构，培养自主阅读探究能力。

“学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板块：新课

引入；学习目标；研读课本———找出重点句和疑

惑问题、典型题析、知识点的形成；巩固训练；习

题精选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它主要是在国家课

程标准校本化解读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教学载

体，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学生的智慧得到充

分发展，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提高学生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

借助“学案”实现引导学生由“学会”最终走向

“会学”的目标。

在编制“学案”时，应依据学习的内容、目标

和学习者的情况而变，没有千篇一律、固定不变

的格式。从“教为引导、学为主体、以学为本、因

学论教”的原理出发，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有

步骤、分层次地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到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逐步深化，不同层次的学生确立不

同层次目标，进行自主阅读、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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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案教学”为载体，架设阅读探究

之桥梁

以“学案教学”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数学书

的教学活动，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注重读法引

导、突出学生自主阅读探究能力的教学策略。在

这个过程中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变被

动为主动，促进他们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引导

学生自己通过阅读，体验知识的形成，找出重

点，写出未能解决的问题和疑惑，以便在课堂上

与老师和同学探究解决，巩固训练，归纳提升。

如教学幂的乘方的性质时，设计以具体的指数

为例的学案，明确幂的乘方的意义，导出性质。

让学生观察算式：（32）3=32·32·32=32+2+2=32伊3，让学

生回答问题：从左边（32）3 到右边 32伊3，底数与指

数有什么变化？通过学案的引导思考，学生很容

易归纳出“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乘”的性

质，学会走阅读探究之路。

三、发挥“引导”作用，培养学生阅读探究能力

（一）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培养学生阅

读探究能力

“引导”是一个多层面的教学活动。它既体

现在对知识技能的指导上，也体现在对学生学

习状态的改善上。因此，在引导的过程中，教师

要善于依据学生学习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不

同的学习内容，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适时提出

合理的数学阅读的要求，逐步培养学生数学阅

读探究习惯，使学生能独立地读懂数学书。

“学案教学”要发挥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主

体作用，教学流程如下：以案自学寅引导看书寅
体验知识寅探究解决寅强化训练。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的阅读、探讨、训练体现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提高了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真正体现了

学生是学习主体的思想。而“引导”渗透在整个

教学的过程中，突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

引导和启迪，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应用学案导学，教师应该少讲一些，讲要精

当，要讲到学生的困惑之处、谬误之处、或者见

不到之处。教师“给他们纠正，补充，阐发”，给学

生启发点拨，使学生开窍，达到举一反三、触类

旁通的目的，这样的讲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的

境界。应该多给学生阅读探究的机会，设置有梯

度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师要充分

尊重不同层次学生的人格和自主意识，相信每

个学生都拥有巨大的智慧潜能和创造能力，倡

导自主学习和自由探索。如讲授作线段 AB的

“黄金分割”点 C时，创设如下由特殊情况推导

出一般规律的案例（如图 3），逐步引导，让学生

探究出“黄金分割”作图的方法：

图 3
（1）利用勾股定理作 AD= 5姨 （作线段

AB=2，BD彝AB，且 BD= 12 AB=1，连接 AD，则

AD= 5姨 ）；

（2）在 AD 上截取 AE= 5姨 -1（以 D 为圆

心，BD 为半径画弧，交 AD 于 E，则 AE= 5姨 -
1）；

（3）在 AB 上截取 AC= 5姨 -1（以 A 为圆

心，AE为半径画弧，交 AB于 C，则点 C就是

AB的黄金分割点（ACAB = 5姨 -12 ）。

经过这样的“引导”，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探

究，就可以归纳出作线段 AB（任意长）的黄金分

割点的方法，体验了所学知识的形成过程。

（二）发挥优生的“引导”作用，全面培养学

生阅读探究能力

班中几十个学生的基础知识、智力水平、学

习方法等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是不可回

避的事实。如何使引导的功效得到最大的发挥

呢？教师还可以采用“传递式引导”，就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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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优生，再由优生“引导”基础生和学困生。

让教师的“引导”起到薪火相传的作用。在教师

的引导下，优生很容易掌握自主阅读探究的方

法与手段。而基础生或学困生则需要给予更多

的“引导”和帮扶。发挥优生的“引导”作用，让教

师的“引导”再次间接地传递给基础生和学困

生，确保基础生和学困生学得了，优生也在帮助

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利用优生有效地“引

导”基础生和学困生，尊重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

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照

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使全体学生都能在恰当

的引导下得到发展，全面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

探究能力。

四、倡导合作交流，提高阅读探究能力

《数学课程标准》的总体目标明确指出：通

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会与人合作，并

能与他人交流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在教学过程

中，学生与学生之间需要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

行探索，并在探索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

解彼此的想法。教育家叶圣陶认为：“教是帮助

学，而不是代替学；讲是指导练，而不是代替练；

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为了强化学生独立自学的

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否定学生的主体地位。”

而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恰巧体现了学生

的主动学习的意识，也实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的主体作用。

因此，教师必须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索和合

作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交流。小

组合作交流为“学案”引导阅读探究开辟了广阔

的天地。小组合作学习是以合作小组为基本形

式，利用教学的互动，促进学生共同学习，以团

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学习目标的教学

活动。教学过程不只是个体的认识过程，而是多

向交流的合作过程。小组合作能调动全体学生

参与，共同阅读数学书，共同完成学案，共同探

究数学知识，共同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如讲授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时，让两两同学之间分别剪

一个吟ABC 和吟DEF（如图 4），且有两个内角

分别为 30毅和 45毅，看看这两个三角形是否相

似？把这两个角换成其它角度是否相似？

图 4
合作小组之间经过合作交流，共同讨论，很

快探究出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如果一个三角形

的两个角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对应相等，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小组合作交流使学生

增进了友谊，赢得了机会，获得了进步，提高了

自主阅读探究能力。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是现代教育

的主流思想，教学的最终目标不只是教学生学

会知识，而是教学生会学知识，培养学生自主阅

读探究的能力。以“学案”为载体，引导学生通过

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并

适当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养成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善于合作、敢于竞争的良好品

质，提高自主阅读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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