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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的“整体观”，是指把

数学教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当

前盛行的“大单元建构”“大概念学

习”等教学新模态，其底层逻辑便是

整体观。对于一名教师而言，拥有

了整体观，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学

科教学出现“零敲碎打”的弊端及

“断章取义”的偏颇，并能在掌握全

局视野的前提下彰显教学组织的弹

性，提升学科育人的品质。我认为，

在理解整体观的内涵时，可以着眼

以下三个基本维度。

实现“整体理解”

我带工作室团队入校送教，听

到一节《认识面积》，印象很深。在

完成“面积大小可以用面积单位来

测量”后，教师结合课件演示娓娓道

来：“大家看，以往测量长度，我们的

方法是‘以线量线’；今天测量面积，

我们的方法是‘以面量面’；未来我

们还将学习体积及测量，就会用到

‘以体量体’……”这样的点化有利

于学生在具体技能的训练中适时

“跳脱”出来，形成关于“度量”的整

体理解：不管量什么，都要先选择

“用什么去量”（定标）；然后，再明确

“怎么量”（施测）、“量的结果如何表

达”（赋值）。有了这样的“俯瞰”视

角与“全景”意识，整个“度量”学习

就被打通了。又如，认识整数、分

数、小数时，都应贯穿“数是对计数

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的整体理解，

让“数”的学习凸显扎根本原、持续

扩充的生长性。

什么是整体理解？像前面提及的

“度量的模型”“数的本质意义”等具有

一致性、统领性的认知，就属于较高水

平的整体理解。而事实上，在单个知

识点的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帮助学生

实现“表面形式”与“背后原理”的融

通，也体现了整体理解的基本要义。

教师如能以此为基础，引领学生体悟

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度，积蓄“举

一反三”“推而广之”的学习经验，则

能有力提升整体理解的层次。

支持“整体浸润”

我所说的整体浸润至少包括两

层含义。其一，全身心投入。教师

组织学生以尽可能丰富的方式，参

与到学习活动中。学生会开放探

索，也能静心接纳；会踊跃表达，也

能谦虚倾听；会灵动创新，也能规范

操练……一节课如果教师过分偏执

于某种学习方式，容易引发“审美疲

劳”，其激发参与动能的实效性值得

担忧。因此，学习方式的多元化，是

顺应学生年龄特征的应然选择，也是

支持学生身心卷入的重要前提。

其二，全过程体验。经历“问题”

的发现、分析、求解的完整过程，在获

取新知、锤炼能力的同时，增添完结

具体项目、解决实际问题的获得感。

为此，教师要杜绝情境、任务、素材、

活动的“频繁转场”，以免割裂学生的

学习通路。当前，不少优秀教师正着

力推进“一题一课”“一个项目玩一节

课”等特色研究，本质上都是对学生

全过程体验的呵护。我设计教学时，

常喜欢基于核心问题的指引，设计

一组贯穿全课的“结构化材料”来推

进教学过程。一方面，材料中蕴含

着新课学习的前位知识或背景资

源，有利于激活已有经验、探寻生长

起点。另一方面，材料里也暗藏着

新知构建的多个研究层次，能支撑

教学活动逐层深入。整个学习过

程，“明线”是问题答案持续澄明的

过程，“暗线”则是数学经验的激活、

生长、融通、应用的完整进阶链。

推动“整体成长”

在数学学习中，何为成长？我

们不难联想到，课程底蕴日渐丰厚，

思维品质不断优化，学科素养切实

提升……确实，这些都是不可或缺

的成长印记。但显然，成长的内涵

又不止于此。一次巡视校园时，我

看到几个小朋友正用数学课上认识

的“一柞”“一庹”“一步”等“身体尺”

在量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长度，很较

真，也很快乐。一问，任务并非老师

布置的，纯粹是喜欢，一下课就到处

量……看到这个场景，我不禁感慨，

延续课堂学习的热情，愿意在课外

主动“聊数学”“做数学”“用数学”，

这样的状态难道不是成长的鲜活佐

证吗？在这些孩子身上，数学更容

易融入他们的日常，转化为生活元

素与生命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成长是整体性

的，其所含的维度远比我们想象得更

丰富。当下，在实施以“分课时推进”

为典型特征的数学教学时，教师务必

修炼“辩证”心态。一方面，为确保每

节课的实效，目标定位上要有所聚

焦，除了显性的知识、技能，还应确定

一个隐性的核心素养点进行锤炼，如

数感、空间观念等。但需要注意的

是，教师不宜陷入“我的眼里只有你”

的狭隘境地，对利于整体成长的其他

“养分”熟视无睹，如“自洽的表达”

“探索的毅力”“蓬勃的热情”等。概

而言之，为了推动整体成长，数学教

学既要强化素养修炼的“轨道”，又要

构建融合拔节的“旷野”。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

站在深秋的印江县第一中学

教室里，满桌“雨夜送医”的雷同作

文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我摩

挲着作文本上相似的语句，忽然听

见多年前刀坝乡中学的读书声穿

过时空——土坯教室里，孩子们正

用方言背诵《春》，窗外的油菜花田

涌动着金色的波浪。

破壁者的觉醒。调入县中的第

一堂作文课，我见证了模板化写作

的弊端。当城里孩子用“母亲像温

暖的太阳”造句时，记忆里那个乡野

男孩突然蹦出来：“我娘发火时像干

红的辣椒，温柔时像煨热的甜酒。”

这个对比像闪电劈开我的教学思

绪。那是一个清晨，我站在刀坝乡

中学的教室里，望着学生用方言复

述《春》的场景。一个男孩说春风是

“娘纳鞋底的棉线”，苗家姑娘说春

雨是“天空在炒黄豆”，这些带着泥

土气息的比喻，与此刻县中教室里

千篇一律的“母亲像太阳”“母亲笑

得像花朵”形成鲜明对比。

玻璃窗上斑驳的树影与记忆中

的油菜花海重叠，我忽然明白：文字

的生机不在烂熟的重复里，而在带

着露珠的生活中。

“三重门”的构建。一次谷雨清

晨，我在《春》的教案上画下三个同

心圆。晨光中，柏树垂落的剪影恰

好将圆分割成三个扇形——这思考

的层级瞬间框定了我“三维复述法”

的雏形：原味复述促储备，技法解述

促认识，转化复述促创新。

我把三张“任务清单”拍在讲台

上：“首先用自己的话复述朱自清的

春色图，然后解述他语句使用的技

法，最后仿朱自清的语句创述夏

景。同学们敢不敢？”这个挑战让学

生眼前一亮。

原味复述的乡土革命。我所谓

的“原味复述”是一种通过语言转化

实现深度学习的方法。其核心并非

简单背诵，而是通过“术语转译—逻

辑遵循—场景再现”的三重认知加

工，将学术文本转化成个体知识体

系中的活性成分。

“要用农家阿婆都听得懂的话

描述春风。”我这个看似简单的要

求，立刻在课堂掀起微型风暴。苗

族学生阿彩的银镯在空中划出弧

线：“春雨打在瓦棱上叮叮咚咚，是

老天爷在唱花灯敲花鼓哩！”当她说

出奶奶的谚语“雷公打鼓天炒豆，娃

崽莫往田埂走”时，我突然顿悟——

文字在乡谚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最震撼的是学生阿强的表演。

他蹲在椅子上突然吹一口气：“呼

——这风会让老牛尾巴打卷儿！”全

班大笑时，他认真解释：“真的！昨

儿春风把油菜花吹得直点头！”教室

里突然安静，我感到朱自清的铅字

在乡野叙事中有了温度。就这样，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笑中，《春》的

文字突然有了新的味道：“桃树杏树

梨树，你挤我，我挤你，开满花，红的

像鸡冠，粉的像落霞，白的像雪片。

花里带着甜味，闭起眼睛，树上仿佛

结满桃子杏子梨子。蜂子千千万万

在花底说唱，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

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

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

眨的。”

原味复述使阅读课有了不同寻

常的滋味。

技法解述的“手术”现场。“技法

解述”是文本分析的显微操作，其本

质是显性技法的结构化剥离与隐性

思维的逆向工程。它不同于传统的

修辞赏析，而是通过解剖文本的“技

术基因”，将作者的创作密码转化为

可复制的认知模型。

这一过程既是对文本物质性

的拆解（如句式、节奏、意象），更是

对创作心智的透视（如逻辑推演、

情感编码、认知策略）。比如，朱自

清“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

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

像星星。”以“散”字为银针，刺破静

态的画面——野花不是被刻意摆放

的棋子，而是被春风随意抛洒的星

屑。“像眼睛”让花朵有了窥探人间

的灵性，“像星星”则将草地抬升成

倒悬的夜空。草丛成为天地交界的

绒毯，让具象与虚幻在针脚间交织，

使用的核心技法是“动词+双重比

喻+空间拓展”。

当学生明白了这一技法，大家仿

述起来就更容易了：“旧书页里的银

杏叶标本，蜷着身子像褪色的蝴蝶，

像被月光晒干的吻，压在泛黄的段落

间做时光的书签。”当拆解出核心技

法“拟人化动词+形态叠词+动作可

视”时，大家很快就仿述出“夏夜竹席

沁着凉意，像老祖母摇蒲扇时哼出的

童谣，蟋蟀声从草根处渗出来，染蓝

了窗棂上的月光”。

转化复述的基因重组。我所

谓的“转化复述”是介于模仿与创

造之间的文本再生艺术，其核心在

于结构性框架的延续与符号系统

的置换。它不同于简单的口头仿

写，而是通过“形式基因”的遗传实

现“内容突变”，即在保持原文基本

骨架可见性的同时，赋予全新的血

肉肌理。

当那个总在作文本上画刀剑的

男孩按要求交来《夏》的仿写时，办

公室里所有的老师都围了过来。他

笔下不仅有“萤火虫提着灯笼夜巡

江湖”，竟还能在句子旁用红蓝两色

笔标注着技法来源——蓝色箭头指

向《春》的拟人手法，红色波浪线勾

连《水浒传》的江湖气韵。这个把钢

笔咬出牙印的男孩，从口述到仿写，

将朱自清的《春》模仿了个八九不离

十：“夏夜是铺开的玄色锦缎，蝉鸣

乃天地吐纳的呼吸。西瓜在藤蔓上

打坐修炼，老槐树捋须布阵，撒下满

地雄兵。”穿汉服的文艺委员发现更

深的秘密：“‘老槐树捋须’化用了

‘欣欣然张开了眼’，但朱自清写的

是少女初醒，他写的是老侠客！”这

个发现让学生突然意识到，文学基

因可以像乐高积木般拆解重组。

当粉笔灰混着草籽的清香落进

讲台裂缝，整个教室都成了春天的

培养皿，标点符号在阳光里分裂出

新的修辞胚胎。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印江县第

一中学）

文言文主要是以先秦时期的

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随着

历史的变迁，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

逐渐扩大。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文

言文有一定难度。语文教师正是

要将一把把语言文字“密钥”找出

来，运用课堂教学艺术将“密钥”传

递给学生，帮学生打开文言文学习

的大门。如何发现文言文学习的

奥秘，如何品味文字背后的深情，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潘庆玉执教的

《湖心亭看雪》课例给了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发。

密钥一：“陌生化”文言现象。文

言文教学应特别关注“陌生化”文言

现象，包括名词、动词、特殊句式等，

它们是学生理解的难点所在。教师

抓住陌生化的文言现象，发掘背后深

层、隐秘、尚未被“开掘”的审美价值，

对于文言文学习有重要意义。

在《湖心亭看雪》中，教师抓住

陌生文言现象“更定”一词切入教

学。“更定”亦叫定更，古时一夜分五

更，每更两小时，更定是一更开始，

即晚上八时开始。如果你是更夫，

面对寒冷的雪后天气，你会吆喝什

么？无外乎不要外出、小心滑倒、注

意保暖等，可张岱却独往湖心亭看

雪。怎样的心境才能有这样的做

法？学生体会到张岱独自前往湖心

亭的孤独闲适之情，初步感受人物

形象。

密钥二：“易忽略”文言字词。

《湖心亭看雪》作为张岱的代表作，

被称作古今描写西湖“最漂亮的文

章”，学者栾保群评价《陶庵梦忆》

为“才子之文”“妙言妙语”。教师

在教学中应落实到炼字炼句、章法

考究处。

文中“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中的“与”字，看似平常，却意蕴

丰厚，让读者的眼睛跟着作者一层

一层地欣赏雪景，体会作者闲适雅

淡、物我交融的心境。下文中“与余

舟一芥”中也有“与”字，以及作者在

船上，为什么用“一点、一粒”如此微

小的量词来形容？学生通过联系上

下文等方法体会到，作者仿佛跳出

景物把自己看作景的一部分，再次

体会作者物我交融的心境。

密钥三：“层级式”语感训练。

语感是人们对语言文字或语文现象

的敏锐感和迅速领悟的能力。获得

文言文语感没有捷径，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读多背。教师在教学中要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朗读背诵的能力。

教学第一段，教师先采用默读

的方式，让学生初步感知文本。然

后学生朗读，教师指导朗读语气，

注意赏雪时舒缓的心境，朗读时要

慢下来。学生通过多种形式朗读，

慢慢触碰文字。在完成文本理解

性学习后，师生配乐朗读。教师不

止于此，进一步提出背诵要求，在

课堂最后，学生根据提示语背诵全

文。通过多层次语感训练，学生走

进文本，进一步提高了对语言文字

的领悟能力。

密钥四：“全方位”知人论世。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

思是吟咏古人的诗，读他们的书，不

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吗？

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

学生受生活经验所限，教师补

充张岱写这篇文章时的相关资料。

首先是三个时间，看雪时张岱36岁，

明朝灭亡时张岱 48 岁，本文写于明

亡后的一段时间。紧接着补充了张

岱写这篇文章时西湖真正的样子

“半椽不剩，瓦砾齐肩，蓬蒿满目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

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等

文字。教师又抓住“客此”的“客”，

很多诗人是因远离家乡，客居外地

而忧愁，是空间上的远离故土。可

是张岱的“客”呢，是

历史的乡愁，是再

也回不到故国的

愁。至此，学生真正体会到笔下美

好如画的西湖雪景，其实是自己的

梦中之景，体会到物是人非、故国

之思。

文言文教学不应因循守旧，文

言文教学也不是遥不可及，教师要

深入解读文本，抓住文言文

中的四把语言“密钥”，引

导学生不断发现语言文

字的秘密，感受经典文本

的魅力，打开文言文的

学习大门。

（作 者 单 位

系山东省济南泉

景中学小学部）

那节《一次函数的图

像》公开课，是我教学生涯

中一次深刻的教训。我精

心设计的环节接连失效，最

终暴露的是我对教与学的

误读。

我原本信心满满，为了

让学生理解抽象的斜率概

念，我特意选取了本地新超

市开业的会员卡海报，指着

上面的斜纹说：“同学们，这

条线的倾斜程度，就是我们

今天要学的函数斜率。”然

而张雅琳的反应出乎意料：

“ 老 师 ，这 卡 买 东 西 打 折

吗？”我心里一愣，预设的生

活化桥梁，没能通向数学概

念，反而引向了现实的消费

问题。

情急之下，我转换策

略，想用更“动感”的方式解

释斜率。我指着黑板上的

y=kx+b说：“大家重点看这

个 k！它决定了图像有多

‘陡’。k 值越大（正数），线

就越陡地往上蹿；k 值越小

（负数），线就越陡地往下

溜。”怕学生想象不出来，我

又补充：“想象成滑梯！k值

越大，滑梯就越陡，滑下去

越快！”我自认为很形象。

可当我画出坐标系，让学生

比较 y=2x+1 和 y=0.5x+1 哪条线更陡时，

陈仁浩立刻举手：“老师，滑梯是直的，这线

也是直的，陡不陡怎么比？是看角度吗？”

吴靖淇问：“那 k 是负数往下溜，跟滑梯往

下滑一样，但滑梯坡度是正的啊？”教室里

开始争论滑梯的角度和直线方向。我懵

了，才发现自己这个“滑梯比喻”又把一个

抽象概念包装成了另一个需要想象的概

念，还引起了方向混淆。光想着找“形象”

说法，结果却越说越乱。正如：有些课，上

着上着，学科素养就不见了。

于是，我立马决定用技术来直观展示

斜率，叫了梅恩豪上来在希沃白板里的工

具中输出函数。他输入y=0.5x+1，屏幕上

出现一条平缓上升的直线；我又让他输入

y=2x+1，屏幕上立刻出现一条更陡峭上

升的直线。可还没等我深入讲解 k 的几

何意义，梅恩豪觉得好玩，直接在输入框

里把第一个函数的 k 值改成了-2！屏幕

上那条平缓的线“唰”一下变成了陡峭下

降的直线！“哇！掉下去了”“怎么变这么

陡还往下掉”，学生们惊呼。我正想抓住

机会解释负斜率的陡峭程度，梅恩豪又手

快，把 y=2x+1 的 k 值改成了 4——那条陡

峭上升的线瞬间变得几乎垂直！学生炸

锅了。我赶紧上去想调回正常值，一慌又

点错了按钮，两条线绞在一起，图像乱成

一团糟。本想靠技术直观展示不同 k 值

对应的陡峭程度，结果制造了更大的混乱

和对概念本身的质疑。

乱哄哄的教室里，我想让课堂快速平

静下来，于是我询问哪个学生还有不同看

法或问题，许馨月马上提问：“老师图像是

变陡了，可是这个‘陡’到底是个什么数？

它与 k 值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问，可砸

得我心里一沉。原来在我忙着搞技术演示

和找“形象”比喻的时候，像她这样的学生

连斜率k最核心的数学定义与几何意义都

还没建立起清晰联系，只是模糊地感觉“陡

了”或“平了”。我以为的“创新”和“直观”，

反倒把最该深挖的概念本质给忽略了。

课中巡视时，我发现许馨月的草稿纸

上画了好几个坐标系，都尝试画不同 k 值

的直线，旁边写着“陡”“平”“怎么算”。痛

点即起点，许馨月关于陡的程度怎么算的

困惑，不就是我这节课最该开始的地方

吗？课堂上的那些乱不正是最大的学习资

源吗？

随后，我把黑板擦干净，画了一个大大

的坐标系，让学生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分别

通过列表、描点、连线画出 y=x、y=2x、y=

0.5x 时三条函数的图像，然后对比分析图

像的陡峭程度，寻找规律。教室里特别安

静，大家都在自己的坐标纸上认真地计算

变化量、求k值、观察图像的陡峭程度。就

在这一刻，“斜率k是纵坐标变化量除以横

坐标变化量，它决定了图像的陡峭程度和

方向”，这个核心概念好像一下子在学生眼

前扎下了根。

那堂混乱的公开课给了我莫大的收

获。它让我不再死盯着要上出一堂“完

美”的课，而是把心思放在学生真实的思

考过程上，放在那些最基础也最要紧的概

念本质理解上。失败之所以有用，就是因

为它硬生生地把我们拽回到那条真正的

路上——那条让学生自己动手计算、亲眼

观察、真正理解概念本质的路。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阳新县枫林镇初

级中学）

“三维复述法”的突围之路
□ 杨通讴

课堂策

观课笔记

“整体观”的三维审视
□ 叶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