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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完整的课一般包括导入、新授、巩固、结束四个环

节，而课堂结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整个课堂结构中具有

重要意义，既有画龙点睛的价值，又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

一堂课的终结，又意味着新知探究的起点。课堂结束是对学

习的归纳与总结，又是课堂的延伸与发展。有的教师在课堂

结尾环节对学生进行诊断性评价，激励学生提高认识升华思

想；有的教师在总结的同时催生新的疑问，过渡到下一内容

的探究与学习。

一、结尾设疑，留下悬念

“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实践。”在部分教师的眼中，

只要帮助学生解决了问题就是一堂好课，课堂教学就是为学

生答疑解难，教学应当从疑问开始，从肯定结束。其实这种

理解是片面的，有效的课堂应当让学生带着问题来，还要带

着疑问走。

培根说：“好奇是知识的萌芽。”小学生对未知世界充满

好奇，悬疑问题是点燃学生好奇心的火把。笔者在小学数学

教学中，喜欢在课堂教学结束前设置一些疑问，留下富有悬

念的问题，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发学生新的思考，挑起他

们的后续探究热情，激励其继续自主探究，使课堂焕发新的

生命，让教学余音绕梁。例如，在教学《负数的初步认识1》一

课的结束部分，笔者引导学生进行简短的归纳小结：“通过今

天的学习，我们知道温度和海拔可以用正数和负数表示。”接

着，笔者给学生留下一个问题：“小明走了200米，小东走了-
300米。同学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能够算出他们相距多

少米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窃窃私语：“难道路程也可

以用负数表示？正负数之间还可以计算吗？”“同学们如果感

兴趣，请课后继续探究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找出答案。”该问

题为下一节内容的学习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再次点燃了学生

的好奇心与探究欲，将他们引入新一轮的探究活动之中。

有效课堂的结尾不是句号，而应当是疑问号。学习永远

没有终点，课堂的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结尾设疑使课堂没

有终点，让教学魅力无限。

二、辨析质疑，延伸拓展

罗曼·罗兰说：“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也能替明天

的信仰开路。”怀疑是知识的钥匙，学贵有疑，勇于怀疑是学

生必备的一种素养，当今许多小学生的思考意识慵懒，思想

空间狭隘，缺少主动思维的意识，习惯于趋同思维，不善于独

立思考，缺乏批判质疑意识与创新精神。因此，我们在数学

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主动思维，培养学生的辨析质疑意识。

俗话说得好，“理越辨越明”，笔者喜欢在课堂结束前开展

辨析活动，引导学生对课堂进行回顾反思，组织学生开展辨析

讨论，在集体辨析中相互质疑。辨析质疑不仅使学生对知识、

道理更加明晰，而且激发了他们的求异思维，让学生擦出新的

火花，生发新的问题，引出新的探究主题，延伸拓展了课堂学

习空间。例如，在教学《认识千米》一课时，笔者在组织学生进

行了基本练习后，出示了一道辨析题：“小明认为测量南京长

江大桥的长度用直尺比较好。”有的学生认为是对的，用直尺

测量比较精确。有的学生则认为不对，因为南京长江大桥长

度较大，用直尺测量比较麻烦，应该用米尺来测量。有的学

生说用卷尺，卷尺长一些，测量起来方便。还有的学生说可

以用测绳，测绳更长更方便。“同学们如果还有争议，请课后

继续讨论。”笔者引导学生将探究延伸至课外。

新的辩论话题，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了他

们的辨析质疑能力。课堂结束不是休止符，而是延长号，学

生的思维不能停止，辨析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思维交锋的机

会，极大地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三、对比迁移，引申思考

一般教师都认为，结课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对所学内

容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相关知识重点，将新知纳入学生原

有知识体系，以帮助学生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框架。其实，学

无止境，教无尽头，好的课堂教学中结课既是终点又是原点，

让课堂散发生命活力。

教师在课堂结束前，应组织学生开展联想对比，将新学

内容与原有认知进行比较，通过新知与旧知的对比，学习方

让数学课堂余味无穷
——探微小学数学教学的结课策略

赵希韶

摘 要：在课堂教学中，有许多教师特别注重课堂教学导入，以精彩的导入奠定良好的

开端，而对课堂结束部分不够用心，以至于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而优秀的教

师具有较高的结课艺术，善于处理好一堂课的结尾，能够营造出一种“言已尽而

意无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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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类比，在充分对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知识经验进行

迁移，让学生思考该知识还可以用于哪些地方，可以用来解

决其他什么问题，将知识迁移到新的学习中，从而引申新的

思考，萌生新的探究。例如，在教学《解决问题的策略——画

图》一课时，在学生自主探究掌握了画图的策略后，笔者于下

课前组织学生进行回顾反思：“我们以前曾经在哪些地方用

到过画图的策略？”有的学生说：“在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

几倍时采用了画一画、圈一圈的方法。”有的学生说：“在探索

周期现象时，我们通过画图的策略来探寻物体排列的规律。”

在学生充分交流后，笔者又引导学生将本课画图的策略与以

前画图方法进行对比，进一步感知画图的直观形象，体验画

图策略的便捷价值，同时引申学生展开新的思考：“还可以用

画图的策略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借助该问题的讨论，引导

学生将画图策略迁移到其他问题的解决上，并趁机向学生渗

透数形结合思想。

对比迁移旨在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应用所学解决问题，

引申新的思考和探究学习。我们可以在结课时组织学生对

比迁移活动，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新知，诱导学生联想旧知，巧

妙设置新的期盼，启迪学生展开新的思考探究，以延伸探究

时空，让课堂迸发新的活力。

四、有意留白，散发余味

优秀的电视连续剧除了情节跌宕起伏，还具有艺术性的

结尾，编剧会在每一节的结尾部分故意留白，为下一节剧情

设置悬念，从而扣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留白是一种艺术

手段，课堂教学中亦可采用留白手段，在课堂结尾时留出思

考的余地，点燃学生的想象，引领他们飞向知识的天际，使课

堂散发浓浓的余味。例如，笔者在教学《乘法分配律》一课

时，结束后对学生说：“从今天的学习情况来看，同学们对乘

法分配律学得很不错，老师这儿还有两道题，同学们看看与

乘法分配律有没有联系。”笔者边说边出示题目：“25÷9+56÷
9，9÷25+9÷56。”该题在乘法分配律与除法的性质之间留有空

白，为学生留下了遐想的天地，笔者虽然没有让学生去解答，

但却在学生思维的湖面投了一枚石子，激起了涟漪。

课堂教学如同电视连续剧，课堂更多地表现为省略号，

一节课的结束并不代表学习的终止，能让学生的情感与思

维，依然受到感染与启迪，延伸无尽的思考，课堂结尾就余香

四溢。

因此，课堂的结束是句号，也是感叹号，是延长号，也是

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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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是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学课堂教学

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思想。由于数学思想隐藏在知

识系统中，不是显性的，所以许多教师在教学时，总是只关注

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数学思想的渗透，导

致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素养。只有在课堂教学中，重视

数学思想的渗透，才能让教学更饱满，更有“数学味”。下面，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谈如何在数学课堂上渗透数

学思想。

一、走进现实生活，构建数学思想模型

基于学生的生活进行教学是新课标的核心精神所在。

数学教材往往都会设计一定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学习，从而让

他们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作用，但数学思想是抽象的，教师只

有找到数学思想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才能让学生在生活中

体验数学思想的作用，才能让数学思想的渗透“有根可寻”。

所以，在数学课堂上，我们要引入生活情境，从生活事例中发

现数学问题，并让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构建数学思

如何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

张丽娟

摘 要：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出了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的几种策略。首先要

带着学生走进现实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构建数学思想模型；其次要让学生

体验数学思想形成过程，感受数学思想的作用；再次要让学生利用数学思想

解决问题，促进数学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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