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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素描
冯革琳 西安市新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小学数学教研员，中学

高级教师，西安市马俊华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陕西省教育厅教

材中心特聘教材教辅审订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安文理学院、

学前师范学院的国培项目培训专家。西安市

一师一优课、微课、小课题指导与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小学数学教材与教法课标研究及

教师培训工作。

李 鑫 西安市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陕西省教学能手，西安市骨干教师，新城区优秀教师。

主持参与多个省市级课题；制作的微课在省市级多次获奖。

申 超 浐灞第二十小学数学学科教研负责人，西安市教学

能手，马俊华“名师+”研修共同体成员。多次参与市区级评优

课，展示课，教学风格轻松幽默，深受学生喜爱。

任院玲 陕西省莲湖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全国优秀教师，

陕西省第十批特级教师，陕西省第三

批教学名师，陕西省首批学科带头

人，陕西省首批教学能手，西安市首

批学科带头人，西安市首批名师+研

修共同体主持人。陕西省第二批、第四批、第五批、第七批学

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导师。国培专家库成员，多次受陕西省小教

中心，陕师大，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文理学院，

洛阳师院的邀请，承担教师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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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虎 正高级教师、安康市教学研究室主任，国

家教育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和中国

国际科技促进会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工作委员会专

家、陕西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特聘继续教育培训主讲教师。主持完

成国家级课题《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教学应

用模式和案例研究》、省教育厅立项课题《县域教育信息化推进机制与实践研究》。先后

指导县区和基层学校开展国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 10 余个。著有教育专著《中小学信息

化教学设计》，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信息化》《电子设计工程》《陕西教育》《陕

西信息技术》《安康教育》等核心期刊和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庄孝成 高级教师，入选教育部“双名工程”名校长培养计

划，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基础教育教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首批学科带头人、陕西省义务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数学教学指导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实践

导师，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行业示范领先人物、课堂教

学改革党员示范岗、课程建设先进个人……主持参与完成多项国

家、省、市级课题研究任务，2017 年 11 月代表陕西在第十三届

全国课堂教学改革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多项成果荣获省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现任榆林高新高新第四小学书记、校长，创立了榆林高新第四小学“儿童友好”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体系。

傅 洁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陕西省学科带头人, 陕

西省教学能手，高级教师。多次在阳光师训、国培计划、西安市

小学数学特色课程教学展示、区级教学教研活动中授课，论文在

省级以上等刊物上发表。

崔 敏 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小学

副校长。陕西省学科带头人、陕西省优

秀教学能手工作站站长、西安市第三批“名师+”研修共同体主

持人。先后获得“莲湖区青年岗位能手”、“莲湖区骨干教师”、

“莲湖区先进教师”、“西安市骨干教师”、“西安市模范教师”、

“陕西省课改新秀”、“陕西省优秀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在

全国第十一届新世纪课程教学活动中获一等奖，陕西省新课程课

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多次担任名师大篷车、阳光师训、国培计划

等活动的主讲教师，送教安康、商洛、榆林、铜川、延安、杨陵等地，撰写的多篇论文和

教学设计分获省、市、区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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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军梅 高级教师，任教于安康市汉滨区培新小学。陕西

省特级教师培养对象，陕西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陕西省优秀

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教学能手，陕西省校本研修先进个人，陕

西省基础教育规划课题研究先进个人，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安康名师，安康市优秀责任督学。曾荣获教育部“一师一优课”

部级优秀，全国小学数学观摩示范课一等奖，第一届全国小学

数学录像课一等奖，陕西省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陕西省课堂

教学大赛一等奖，陕西省第五届微课大赛一等奖

培训感悟
《用字母表示数》观课思考

安康市第二小学 何 汴

小学生由具体的数过渡到用字母表示数，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抽

象、显得较枯燥的。而且用字母表示数的许多知识和

规则与小学生原来的认识和习惯是不同的，而这些知

识和规则又是学习简易方程以及将来学习代数的主

要基础。这节课，老师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找准了知

识的切入点，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旧知迁移诱导到新

知学习，完成了认知上的一次飞跃。下面我就从以下

几方面来说说我对这节课的认识：

一、紧密联系生活实际

新标准里说，数学的教学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和学生原来的认知基

础上的，老师这节课恰当地运用了学生身边的教学素材，比如：母子年龄、儿歌等，这些

的设计使原来抽象的字母变得具体与富有情趣，并且老师

还现场提取数学信息，创设了老师和学生年龄对比的这一

有趣的生活情境，营造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

二、重视学生自主与合作，讨论与交流的学习

本节课老师基本上是放手让学生通过数学活动进行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比如本节课中，教师提出：选用

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字母来表示乒乓球的个数。学生先合作

讨论，然后自主完成，最后再拿出来大家交流。这种学习

方法，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我认为老师在这一环节处理的很恰当，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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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和学生都处在一种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中

本节课学生在宽松、平等的教学环境中自由地发表各自的想法、观点，使学生学的轻

松，教师教的也轻松。比如：一个环节，教师采用了"数青蛙"的儿歌。课堂进行到此学生

已有些疲劳，在此采用儿歌“数青蛙”,给学生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在玩中学，乐中悟，充分体验用字母表示数的方法，再一次体会到了数学就在我

们身边的乐趣。

全课教学设计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层层深入。既重视了知识本身的建构，又重视了

课堂结构的建构，充分体现了学生从"问题情境一建立数学模型一解释、应用与拓展"的意

义建构的学习过程，是一节“新、趣、活、实”的好课。

好情境，成就好课堂
安康市汉阴县城关一小 颜小丽

今天，有幸聆听了申超老师的《用字母表示数》，申老师巧妙设计“青蛙歌”、“乒

乓球袋”、“年龄问题”三个情境，用情境中的问题点燃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

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素养，向我们展示了“巧妙设情境，老课绽新颜”的含义。

《用字母表示数》不仅是简易方程这一单元的种子课，也是用代数思维思考问题的起

始课。申老师这节课的设计关注数学知识的本质，用字母可以表示任意不确定的数，可以

表示一类数，特定的未知数等。而小学阶段，学习“用字母表示数”，最直接的目标是为

方程的学习做准备，用方程去解决一个特定、暂时的未知数。申老师充分关注了学生的未

来学习，更想通过数学课传递数学思想。

一、遵规循本，情境问题引领促思考。

好的情境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好的问题能诱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向。开

课，申老师说到：“童年的乐趣来自于一首童谣，大家和老师一起来唱一唱吧”，师生开

心的唱起了《青蛙歌》，1只青蛙 1张嘴，2只眼睛，4条腿；2只青蛙 2张嘴，2只眼睛，

8条腿……数着数着，老师问，数的完吗？可以想个什么办法一句话说出青蛙只数，青蛙

嘴数，青蛙腿数？学生通过操作反馈，青蛙腿数表示出现三种不同情况：（1）a只青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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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腿（2）a只青蛙 b条腿（3）a只青蛙（a×4）条腿，师

追问：你觉得哪一种表示更合理，更好？在这里，申老师善

于捕捉学生课堂中生成的“真问题”，并提炼出数学核心问

题——在同一种情境中，可以用哪些字母可以表示？字母表

示的是什么数？用字母表示数有什么作用？“问题串”的形

式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进行板

块化学习。

二、紧扣重点，问题引领见深度

用字母表示数的学习内容，关键词有三个，即是“字母、

表示、数”。申老师通过设计“手上有 3个乒乓球，用 3

表示，而一袋乒乓球，它有几个？”让学生接受“用字母表

示数”的两个序，第一个序是认识一个数的状态（已知数和

未知数），第二个序是接受一种数学规定（可以用字母来表示），通常用 x表示，也可以

用其他字母来表示。

三、聚焦难点，问题引领扣核心

申老师巧用情境问题，采取了填空样式问题。“一袋球有 x个，又放入 3个，现在有

几个？“将 x个平均分给 6个人，每个人有几个？”“一个乒乓球重 3克，这一袋重多少

克？”这个环节，申老师由慢到细，让学生跨出“这个数可以进行运算，运算一定要有结

果”的算术思维，初步让学生建立“字母可以参与运算，含有字母的式子可以表示一个数”

的代数思维。申老师善于抓住学生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情境活动、师生对话中，帮助学

生突破难点，抓住本节课的核心内容，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
子长市第一小学 折对对

初春暖阳万物生，岁月沉香悦时光。来自不同区县的 40 位老师，带着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的希望， 带着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的奋斗目标， 相约在西安市临潼区国

培计划小学数学教 育中心，开始了国培计

划（2022）陕西省农 村县级学科带头人能力

提升培训项目小学 数学学科的学习之旅。

4月 11 日，我们 数学组所有学员一起参

加了在临潼华清小 学举行的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观摩会和研讨 会，感觉受益匪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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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李宏文老师老师和郭志强老师分别上了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的《三角形的分类》和《三

角形的内角和》。课后，两位老师进行了说课，各单位参会代表对两节课作了详细的点评，

既肯定了优点，也提出了困惑，更给出了建议。最后教研员李东利老师进行了精彩的总结。

关于这两节课我有如下感受：

一、两节课可以用“高”“大”“上”

来概括，在设计思路上各有千秋，但都是经

过精心准备，多次磨课，向老师们展示了不

同的风格。其中，郭志强老师的课设计思路

很新颖，让学生的思路，自觉地掉入老师设

计的陷阱里，他采用了猜想—验证—结论的

教学方式，一步步将学生引进他的陷阱，充

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

了教学目标。李宏文老师的课环环相扣，教师的课堂调控能力很强，教学充分体现了数学

的核心价值，学生体验到学习能力提升的快乐，对数学的学习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期待。

二、李东利老师的点评水平很高。李老

师的几句话让我铭记在心，反复揣摩，很有

感想：一堂数学课一定要有舍本逐末，抓住

重难点。课堂上要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以学

定教，少讲多学：学生能说的，教师不必说;

学生不会说的，教师才说，体现数学课的核

心价值。

三、互动很精彩，课堂充满学习的氛围

感。

1.两节课都关注的是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两节课的教学中，各个环节都紧密联

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数学，在现实情境中体验和理解数学，

这时课标倡导的新理念。两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的知识经验，创设

与学生的学习经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

的，又是学生感兴趣的学习素材，激起学

生的已有知识经验，并自觉用数学的思维

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如此贴近学生

生活的课堂，他们自然是积极投入。数学

课堂正因为重回于生活中而显得有活力

了。

2.课堂关注的是学生已有的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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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两位老师都创造性的使用教材，设计新颖有趣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去感知到学习角

的分类和三角形内角和的必要性。

今后我会学以致用，我会把这次在培训中学到的新知识尽快运用到教育教学过程中

去。培训活动虽然是短暂的，但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专业上，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大

的提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努力学习，做好后续研修，在实践、学习中不断进步。

听 心得体会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一小五星分校 郭志强

名师的课堂就是出人意料，不仅教学方式不同、而且讲授知识所站的高度也不同，课

堂中充满了智慧，课堂上调动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申超老师是西安市教学能手，他幽默风趣

的语言让在座的学生和老师们深深的喜欢上

了他的课堂。申老师讲的是北师大版四年级数

学《字母表示数》，申老师用回到家乡为热场

将自己和大家都拉回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又以

自己的童年为主线设置了三大情景，层层递进

的阐明了“为什么用字母表示数？”、“哪些

字母可以表示哪些数？”、“怎么用字母表示

数？”

课前申老师借由自己童年的一首儿歌《数青蛙》调动起同学们的积极性让所有同学都

参与到活动中来，并借机说“你能说完吗？”“说不完啊，为什么说不完，说不完怎么办

呀？”很快引出用字母表示数的必要性，在这里与以往教学不同的是，他让学生用“a”

表示青蛙的只数，仅仅只探究青蛙的腿数，在此我也读出了申老师的设计意图，字母表示

数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内容而学生在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是很难完成只数，眼睛数，嘴巴数，

腿数之间的关系梳理的，学生必然会有

挫败感，所以申老师在这一点上处理的

非常值得学习的。

在数青蛙的活动中申老师不厌其烦

的对学生进行追问，最终学生意识到要

想用字母表示数要先知道两个量之间的

关系，例如青蛙的腿数是只数的四倍；

在这个活动过后申老师又提及自己的童

年不仅有儿歌伴随着自己还有一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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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很喜欢就是乒乓球，随机设置了猜乒乓

球的环节，这个环节是课本上没有的情境，

但这个情境得到了在场老师的一致称赞，因

为这个活动的设立学生们不再害怕字母，其

实字母就可以看作一个数字，它也可以进行

加减乘除，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对于字母是非

常惧怕的，因为字母和数字还是有最本质的

区别的，但申老师的这节课很好的帮助学生

克服了认知上的难关；最后他还是以自己的童年为主线，提及到了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过

渡到了猜测年龄的活动中，申老师甚至还在这个活动中渗透了方程的内容简直让我叹为观

止。

巩固练习环节，申老师设立了有梯度的练习题，因为学生在前面扎实的学习中，已经

掌握了字母什么时候表示特定的数，什么时候表示任意数，因此这个环节，很好的检验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另外申老师和蔼的态度、幽默的语言拉近了和同学们的距离，学

生很愿意和申老师交流，心理放松，学习效果就比较好。从老师的语言和表情让我感受到，

要想让学生学好一门课，首先要让学生喜欢老师的上课方式，喜欢跟老师交流，学生学习

起来才会比较轻松自如。

通过听名师讲课，我深深感受到，同样的知识，不同级别的老师，讲出来的效果差别

很大，原因在于老师的理念不同；老师对知识

的理解层次不同；同样的内容问题的设置方式

不同；老师把控课堂的能力不同。众多的不同

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差别很大，因此教师要想

教好学生，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水平，要不

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不

断的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做一个用心的老师，

用心的处理好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相信自身水平会很快的提高。

报：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国培计划”项目执行办

送：西安美术学院领导、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各项目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