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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用教师的教育智慧来演绎，本文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维度展开，比者从阅读《我就是数学—华应龙教育

随笔》阅读感悟为背景，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有感而发，对教育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我就是数学；课前；课中；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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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在我心底，是我心灵的财富，精神的指引。“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从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就牢记这句话，如今我已在

教育工作岗位上走过了 23 个春秋，这句话仍然时刻给我启迪，时刻给我

力量。对于做教师的我来了说，读书，就是我成长之路上那一束光。照

进我的心里，开启我的梦想，实现我的教育理想。 

古人云：“耕所以养生，读所以明道。”读书这也是现代人内心向往

的一种最美的生活境界，读华应龙老师的“我就是数学”，也让自我沉浸

于做老师的幸福中。 

1 课前慎思 

教育的对象是有思想和情感的人，他们是成长的、变化的，正因为

此，也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挑战，很多时候课堂会发生各种 “小意外”、

“小插曲”，这需要教师在课前做到思考充分、准备充分，才能让课堂变

得灵动并精彩呈现。 

很喜欢书中第 7 页的小情节，《不抛弃，不放弃，要扬弃》这部分，

心怀敬畏的看完，满怀感动的自我反思。 

作为教师，只有发自内心的爱学生，才能在各种课堂随机发生的场

景下做到随机应变，运用自由。华老师讲述了自己借班上课讲解“圆的

认识”时发生的课堂小情节。从老师和学生借“橡皮”这个环节出发，

对孩子们的种种猜测，华老师一直用微笑看着，不置可否，这样的微笑

给学生的是什么？是可以自由舒展的走进学习，可以思维活跃的表述观

点，可以轻松愉悦的收获知识。能让学生做到畅快自由的课堂不正是我

们所需要追求的吗？当华老师和孩子们揭露答案——“没有橡皮，下笔

会更慎重。错了，也不白错，抓住“她”好好欣赏，看看能从中学到些

什么！”孩子们肯定的点头，这个举动足以见出华老师的爱已经在课堂的

每一个角落渗透，在课堂的每一个细节处延伸了。这些源于什么？我想

最大的因素是教师课堂充分的准备，课前教师一定是做了大量的专研，

除了对教材的专研，还有学情的专研，对学生心理脉络的专研。 

本文中华老师用三个疑问式的小标题来谈自我的感悟：我为什么要

借学生的橡皮呢？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来借学生的橡皮呢？从推敲借

橡皮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什么？这是华老师发自心灵深处的疑问，更是他

用自我实践给教育最好的回答。一个老师就应该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这双眼里看到孩子的喜怒哀乐，看到孩子的进步与不足，然后加以开发，

将孩子的一切引向最好的发展状态。 

“珍惜当下的一切，差错也是一种资源。成功失败都是收获，酸甜苦

来都有影响。”珍惜当下，让我们感动之余，给了更深刻的感悟。 

在我的数学课堂教学中，上课前，我首先通读一章的教育内容，在

头脑中不断的构思如何将一章节的内容有序的呈现给学生。比如走进初

一的数学，我更注重课前的思考。分析七年级的教材特点: 

 从生活数学到实验数学，尤其注重苏科版的开篇：《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的教学思考。 

1.1《生活  数学》中，数学研究对象：形和数，需要教师引导学生

用数学眼光看世界（数学思考、数学表达）。 

1.2《活动  思考》中，要注重如下内容的挖掘——数学实验的开展，

观察、比较、发现、思考、抽象、归纳、从特殊到一般研究问题的方法

的渗透。课前充分的了解小升初孩子的知识基础，能力素养，将一般方

法：  概念的形成、法则的归纳巧妙渗透其中。对于七年级的孩子还有

一个对学习适应的思考，引导他们更快的适应初中生活，提升他们的学

习力，我还打算从习题研究上去提升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力求从三方

面展开：典型问题，源于课本，延伸发展，每部分都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些是取得高效课堂的基础。 

2 课中求索 

学去止境，教无止境。教师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更是

一个不断成长递进的过程。课堂的精彩处在预设之中，课堂的精彩处也

在课堂的思考深处。只有教师养成思考的习惯，才能影响学生的学习行

动，只有教师思考的深刻，才能将学生的思维带到深处。 

当我督导“我就是数学”艺术的 41 页到 44 页时，反反复复看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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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遍，我微笑着读完华老师的故事，也心悦诚服的走进华老师的教育成

长。除了感动，还有敬佩。 

都是黑板惹的祸——描述的是华老师2006年8月7日在内蒙古赤峰

师讲课发生的小插曲，华老师认真的插着黑板，黑板瞬间倾覆，老师右

手没能抓住黑板，手腕被三角铁做的黑板架“抓”了。……虽能料想，

华老师却能从“才黑板”开始教学。对这种突发的课堂状况，华老师虽

然始料未及，却坦然面对。首先对学生真诚的道歉，到有才黑板引出的

思考“如果我动手擦黑板之前，先仔细观察，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下

面看同学们观察的细不细致……”华老师的快速整合资源，将这个经历

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宝贵的财富，引导学生仔细思考，通过观察、想象，

解答自己的“为什么”。多美智慧的引导，“我好开心啊，其实不是擦黑

板惹的祸。”读到此，我嘴角微笑，甚至在头脑中勾画华老师当时的样子，

也在思维深处够了我与孩子们课堂相遇的场景。 

“首先擦黑板的时间是我快速温课的时间。再次，擦黑板是对学生的

尊重。其次，擦黑板是一种精神。另外，擦黑板还是一种其实。”我深深

的记住了那个“认真”的、“严谨”的、“淡定自若”的、“没有架子”的

擦黑板的华老师，我也要努力的做那样的老师。 

与我而言，更珍惜孩子们在课堂上闪现出来的灵感，同时也特别珍

惜他们偶然间的课堂发现。比如在学习勾股定理的证明这一部分，学生

会在教师的预设下发现更过的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有的同学也尝试着

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归纳，有的同学说出了“内弦图”和“外弦图”，还有

“倒立的火柴盒”等证明方式，教师要借着学生的思考带动更多的学生去

思考，给他们思维放飞的空间，这样的研究效果十分有效，并在不断的

尝试后学生的自信心得到激发，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3 课后反思 

一个人如果只靠常规完成工作，不是难事，没有思考的教育是苍白

的，但没有创新的教育是缺少灵魂的，在华老师的书中，处处可见“思

考”的痕迹，处处“思考后”的教育甜美。 

从本书的“人皆可以为尧舜”、“退步原来是向前”、“一盘没有下完

的棋”、“会飞的课堂”、“学生叫我华罗庚”，处处看到一个爱思考的教育

工作者带给学生教育幸福，流露于字里行间，却带给学生生命成长足够

的尊重和从容。一位教师，只有做到如此，也才能品味期间的幸福之味。 

有人会用无数的词汇来描述当老师的生活，辛苦的、忙碌的，但也

是充实的，七彩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展开，很多时候很多老师被工作的

忙乱弄得团团转，少了课后的反思，其实也就终止了教育的脚步。学习、

实践、反思，再学习、再实践，再反思，这样才能提升，也才能做到创

新和与时俱进，而这些过程又是相互促成、相互融合并相互成就的。教

育不仅仅需要实践中的经验，更需要实践中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

的刷新教师的生命，提升教育的魅力。 

教师再忙，都应该养成“课后反思”的习惯，并坚持持之以恒，我

们可以反思一个教学片断，可以反思某个设计的成败，反思学生的课堂

反应等等，关注细节，有点到面，在自己原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的提升，

这样的教育才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有灵感的、有激情的，这也是教

师专业成长的毕竟之路。 

一节好的数学课，要从课前、到课中，乃至课后的一个有机的连贯

整体，课后反思也是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部分。今天的设计你认为最满

意的地方，今天学生的学习你认为最成功的地方，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

地方，都应该是教师要去思考的，只有在思考的基础上的总结，才能为

后续的教学带来参考，才能为学生后续更好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教育借

鉴。 

作为教师我们要在“思”中求实，在“思”中感悟，并在“思”中创新。

数学课堂以学生为中心的地方，数学课堂是开展数学活动的地方，数学

课堂是对话、合作和交流的地方，数学课堂应当成为提升师生智慧的地

方！教师切不可站在以往经验的功劳簿上不断重复劳作，需要多跳出去

看看，多走进学生心理看看，多走进数学思维看看，可以说，一个善于

思考的老师会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质量，更会在不断的

思考中提升学生学习的质量，带领学生在知识的殿堂里幸福驰骋。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就是数学”是我生命中的宝贵，不停

的行走于书中的字里行间，也让我的教育生命在书的浸润下不断放飞。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

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茵。”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

会不断的学习中思考，以思提升自我的教育力，并最终作用于学生，促

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引领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我乐此不疲，也享

受着这种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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