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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听张维忠教授《数学教育中的数学文化》有感 

8月 25日上午，我有幸聆听了浙江师范大学张维忠教授关于《数

学教育中的数学文化》专题讲座，这场精彩的讲座不仅让我感受了数

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又让我感悟到一位优秀教育家的人格魅力。 

我高中时代的数学老师张自重，一位几十年前安师大的毕业生，

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有不理解的地方，回家慢慢感悟去吧。下面就

我上午的听课，也写几点感悟： 

一、感谢众师恩，激励我成长。 

在今天讲座的课间交流中，我得知张教授坐火车花了八九个小时

的时间，在夜里两点钟来到陌生的城市芜湖，来为我们讲课。在如今

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到一个直线路径如此短的城市，还要花八个小

时的时间赶夜路，可他老人家还很幽默地和我们说着夜间打的的趣

事，言语中一点也没有觉得辛苦的感觉，顿时我被他老人家这种乐观

豁达的心态所感动，我想这也就是教师的奉献精神的体现吧。我开始

喜欢上了这位新老师，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虽然张教授



今天只为我们讲了短短三个小时的课，可他幽默风趣的课堂语言、和

蔼可亲的性格、谦虚谨慎的研学之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

自己渊博的学识，把数学文化的博大精深阐述的活灵活现，让我深刻

感悟到数学文化的无限魅力，享受着数学文化和优秀课堂艺术的美。

这样的一堂课让我想起了我人生路上的很多老师，教我学会帮助别人

的小学数学王萍老师，教我学会尊重别人的初中语文薛朝玉老师，教

我学会感悟的高中数学张自重老师，教我学会关爱别人的大学Ｃ语言

王元航老师。这样的一堂课能给予我这么多，我想这也许就是韩愈所

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中的“传道”吧。我相信数学文化

的美、教育中的人格美，会在我的教育历程中，继续传播到更多的孩

子那里，感谢众师恩，他们将激励我继续成长。 

二、漫漫为学路，授业需谨慎 

张教授在讲座的一开始，为大家呈现了一系列与数学教育相关的

鲜活案例，不管是“不能站起来集合”，还是胎教乘法口诀，其中最

令我痛心的还是那段《数学滚粗高考》的视频。这段视频首先为大家

呈现的是一位雪白漂亮的小姑娘，她犹如我自己的女儿一般，正值天

真可爱的年龄，享用着大自然带给她的无限乐趣，然而她却要端端正

正地坐在那里，开始背：“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三五四十五，

三五四十五”，当她感知到自己背的不对时，旁边的家长（或老师）

还在不断地给她加压，逼迫她继续背，“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

四十五，三五……”，终于，她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感觉，放声大哭

起来说道“我永远都记不住这三五，这三五太难了……”，那歇斯底



里的哭声触痛了我的泪点，眼睛慢慢湿润起来，因为我的心犹如她一

样被绞痛着。纵观伟大的教育家，不管是崇尚自然教育的英国教育家

斯宾塞，还是卡尔维特，在他的快乐教育中都给与了孩子宽松愉悦的

环境，让孩子在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神奇魅力中，不断积累和感悟来建

构属于自己的知识。然而现如今呢，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不断地给

孩子施与过多的作业和课外负担，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完全不考

虑孩子的心理成长规律，一味地进行填鸭式的教育，从不考虑孩子是

在享受学习还是接受学习。享受学习，孩子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吸收

更多的智慧，感悟到更多的人生哲理，而接受学习，除了应付一时之

需，估计不会在记忆中留下更多的东西，更有甚者，会动其信念伤及

人生求索之动力。 

“人之初，性本善”，我一直把这句话理解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

梭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好的”，我宁愿和孟子一样认

为人性是向善的，大自然把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送到我们面前，在她

（他）的漫漫人生路上，除了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不可抗因素对孩子

的伤害之外，在教育的道路上，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把教育

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谨慎地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让

孩子在自由快乐中成长。 

三、给你一杯水，引出一泉水 

    多年前就有句俗话“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

近年来又有“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活水”，不管是以前的

一桶水，还是现在的一桶活水，这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位老师不仅要



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储备，还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然而在我们的数学

教学中，如何才能给孩子一杯水，引出一眼泉水，远比老师有多少水

更重要。给孩子一杯水，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使她

（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

常有利的，这也必将带领孩子引出一眼清澈的泉水。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不管是一年级的分与合，还是三年级的分数

认识，我都一直坚持在课堂上，让孩子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

清楚，我发现在孩子表达自己想法的过程中，不仅还原了孩子的思维

过程，还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在孩子表达想法和讨论交

流的过程中，孩子之间常常会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使课堂有了精彩的

生成，孩子们也能在一次次的碰撞中，产生更多的想法，创造出新的

智慧。（文/闫彩侠） 

 

南京师范大学喻平教授为国培置换脱产 

小学数学骨干教师班授课 

8 月 27 日上午，在安徽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三楼，小学数

学骨干教师国培班里的 40 位老师共同聆听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喻平教

授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价理论与案例分析》专题讲座。 

    课堂是一面镜子，许多新课程的理念是否落实，可以通过这面镜

子看出。诚然，在数学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应该如何深入研究

课堂教学，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喻平教授的《小学

数学课堂教学评价理论与案例分析》专题讲座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



题，喻老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纬度对数学课堂教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分

析，他借助于课堂教学

现场，分析每一节课的

教学过程特点，评价得

失，实践反思，促进了

教师的专业发展。 

本节课喻教授理

论结合实际，既有理论

知识也有案例，整节课

举出 13 个课例，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喻教授首先介绍了教学评价基本理论，由教学评价

概念、教学评价类型到教学评价的内容和对学习评价的要求。其次讲

解了课堂教学行为评价的具体分析，由教学观念层面评价到教学目标

层面评价、教学内容组织层面评价，到教学过程层面评价。最后在从

研究层面对评价的思考中加深了对数学教学规律及本质的认识。 

课堂教学案例研究的对象是教学实践，研究的目标是形成一个个

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教学案例。教学案例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是对课堂情景的真实的客观描述，并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帮助树立

一种观念，理解一个概念，学到一种方法。老师们都表示喻老师真正

的走到了教学一线去调研，问题分析透彻到位。 

喻老师向我们强调：教学案例研究有助于教师把先进理念落实到

具体的课堂教学行为。应该说，通过这几年的教学改革，教师的教学



理念转变很快，很多教师接受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但这并不能说明已

经真正掌握，很多教师实际的课堂教学行为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

当前教学研究很迫切的是要如何将先进的教学理念落实到教师的教

学行为中去，撰写教学案例就是做这个研究工作，课堂教学案例研究

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反思，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案例

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观察、分析、诊断，进行多角

度解读和共同研究，将具体的教学行为与理论实际联系起来思考，反

过来又指导实践，提升教师教育实践的合理性。 

(置换脱产研修小学数学班     图/孔令郑 文/孔令郑) 

                            

 

 

 

 

 

 

 

 

 

 

报 送：教育部项目办、省教育厅项目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