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有冲突自然是不够的。冲突产
生问题，问题推动探究，探究推动发
展。在教学冲突点出现之后，教师的首
要任务是等待，让那颗巨石产生的涟
漪在湖面上多荡几圈。具体表现在课
堂上就是停顿几秒。在涟漪最大化时，
及时定格提问。“我们来研究研究”“该
怎么研究呢？”然后顺理成章地引导数
学活动，开始深入探究，引出“关键教
学问题”，发现一般策略。
（一）教学片段二：沏茶问题

师：有些同学说需要 12 分钟，有
些同学说需要14分钟，有些同学说只
需要 11 分钟，真奇怪，到底怎么安排

才最节省时间呢？（等待）
师：打开你们手中的学具袋（右

图），摆出你认为最节约时间的方案，
算出时间。

生：最节约的时间为11分钟。
师：为什么？
生：它在烧水的八分钟里做了三

件事。
师：谁能来说一说，我们在合理安

排事情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生：要考虑事情的先后顺序，也要

看哪些事情可以一起做，节约时间。
师：哪些事情可以同时做呢？举举

生活中的例子。

（二）教学片段说明
沏茶问题的教学一开始，学生对

沏茶时间的预估会有很多答案，有12
分钟、11分钟、也有14分钟。就安排一
件沏茶的事情，哪里有这么多不同的
时间？哪一种组合才是最好的安排呢？
个别同学说出来的11分钟真的能做
到吗？11分钟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所

有的疑问最终都会归结到“怎么安排
才最节省时间”的终极之问。

在数学中，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
都是开展探究活动，动手试一试。教师
可以让学生摆一摆小卡片，在动手操
作的过程中发现最佳方案。利用教学
冲突产生的探究冲动，发现安排事情
的一般省时策略：合理与省时。在探索
过程中，教师及时跟踪观察，选择性展
示学生的多样想法，在想法的碰撞交
流中，顺利得出“有些事情可以同时
做”的结论，及时提问“哪些事情可以
同时做？”紧密调动学生的生活常识，
轻轻松松得出一般策略。

洗水壶
1分钟

接水
1分钟

烧水
8分钟

沏茶
1分钟

找茶叶
1分钟

洗茶杯
2分钟

二、扩大冲突，深入探究

用冲突撬动策略思维，有冲突才有火花的碰撞，有碰撞才有精彩的课堂。冲突可以存在于教学初期，也可以存在于教学后期。认知心理学
家研究发现：设置认知冲突可以强化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需要在课堂初始环节合理设置好冲突的情景，强化冲突，牢牢
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围绕冲突展开对教学关键问题的探索，组织安排合理的教学活动。再在后期通过问题的变化来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
让学生在整个过程中能够不断体悟数学思想，内化知识与技能。因为经验与时间的限制，笔者仅仅以《优化》单元为例，对“冲突撬动策略思
维”展开了描述。笔者认为，教学冲突对策略思维培养的有效性应贯穿于整个小学，甚至是学生的整个学习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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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冲突”驱动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探究
——以人教版第七册数学广角《优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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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广角教学的核心目的离不开数学思想的渗透。数学思想的培养与数学方法的获得
又常源于数学问题的冲突与碰撞。笔者以《优化》单元为例，设置并且合理利用冲突逐步撬动策略思维，
组织、引导每一位学生有效地投入到数学课堂活动中，使得学生能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理
解优化的数学思想，提高策略思维，同时亦能在未来更好地处理生活实际问题。

【关键词】教学冲突；策略思维；优化思想

情境引入是数学中常用的手段。
情景教学有多种不同方式，如游戏教
学、图片情境教学、语言情境教学等，它
可以很好地作为工具来引出教学冲突。
首个教学冲突作为课堂的敲门砖，它的
提出必须做到强而有力。“为什么会这
样呢？”这个问题应该激荡在每一位学
生的脑海中，它就好像在原本平静的湖
面投下的一颗巨石，如果能产生大片涟
漪，就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用。
（一）教学片段一：对策问题

师：今天上课我们就来玩一玩用
扑克牌比大小的游戏。(PPT 出示：黑
牌4、7、10，红牌3、6、9）

师：共有黑牌和红牌两种扑克牌，
想一想，你更想选择哪一种？

生：更想选黑牌。
师：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呢？我们

来看看游戏规则：1.共比三局，每局每
人各出一张牌；2.第一局谁先出，后两
局都先出；3.每局中谁的牌大谁就赢，
三局两胜。

师：规则清楚了，那么我们开始先
玩三把。

学生玩牌。
师：玩得差不多了，下面我们请几组

同桌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玩的？
每组分别介绍玩的情况。

师：我来统计一下，黑牌赢的有哪
些？红牌赢的有哪些？实力强的黑牌赢
很正常，实力弱的红牌居然也能赢？这
个游戏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今天
我们就要来研究它的秘密。
（二）教学片段说明

教材是将田忌赛马作为例题，将
玩扑克牌作为练习。思考到扑克牌与
学生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实际课堂
中，笔者将两者对调，以此来更好地
调动学生注意力。在初步分析红牌与
黑牌的大小情况后，毫无疑问，大部
分学生均主动选择了黑牌。在小小地
玩了一把之后，通过汇报，我们发现

“实力弱的红牌居然也能赢”这个问
题自然而然被提出，这也是本节课研
究的“冲突点”和敲门砖。从这里开
始，学生开始思考，“到底为什么呢？”
这个比赛结果好像有些不符合预期
呀！此时，已经有部分孩子能够朦朦
胧胧地感受到出牌顺序对比赛结果
的影响，个别思维活跃胆子大的学生
更是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想要揭秘
这个问题。此时教师需要在学生已有
疑惑的基础上及时加以引导，帮助学
生进行合理的数学研究活动，再玩一
玩，写下红牌获胜的方法，由此拉开
感知策略的第一步。

一、细备情境，巧设冲突

一般策略之所以是“一般”策略，
首先因为它普遍适用，很多同类问题
都能通过一般策略进行解决。其次，也
从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一般策略也仅仅
只是“一般”的策略，并不是全部同类
问题都适用，遇到问题还是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教师可以在教学后期再
次辅助制造“冲突”。一方面是在课堂
快要收尾之际再给学生来一个头脑风
暴，爆起课堂的火花；另一方面也是想
消除学生的思维定势，别想着掌握一
般思维就可以“一劳永逸”，数学问题
就是这样千变万化、耐人寻味。
（一）教学片段三：报数问题

师：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对策
游戏，我们来看一看

1、两人轮流报数，只能报1或2，
把两人报到的所有数字加起来，谁报
数后和是6，谁就获胜。

师：同桌之间玩一玩。
师：谁能来说一说你们玩的情况？
师：想一想，怎么才能必胜？同桌

讨论一下。
生1：选择后出，对方出1，我就出

2，对方出2，我就出1。
生2：让自己出玩牌后得到的和是

3的倍数，去凑3。
2、把和改成9。
师：如果把和改成9，该如何才能

必胜呢？谁来直接说说想法？
生1：也是后出凑3。
生2：也要选择后出，对方出1，我

就出2，对方出2，我就出1。
师：我请两位同学示范一下。谁来

先出，谁来后出？
3、把和改成10。
师：如果把和改成10，怎样才能必

胜呢？还是后发制人吗？同桌交流一下。
生1：选择先出，先出1，然后对方

出1，我出2，对方出2，我就出1。
生 2：其实和刚刚 6、9 类似，就是

这里要先发制人，把这个1先报掉，后
面再去凑3。

师小结：看来题目千变万化，还是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智慧才是取胜
的根本！
（二）教学片段说明

报数游戏书本练习二十中的数学

游戏。笔者把它作为了田忌赛马的拓展
环节，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充分体会
策略的灵活运用。之前的课堂教学中讲
的一直是“后发制人”，但是在这凑“和
是10”的情况中，“后发制人”的策略失
败了。“冲突点”由此产生。到底是“后发
制人”还是“先发制人”？这个问题谁也
不能给出答案，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这一下子就打破了学习定势。什么
时候需要“先发制人”，什么时候需要

“后发制人”，每个游戏都要细细思考。
10除以3余1，那么如果把和换成11，
换成13，余数变了，在先发制人的时候
该先报什么数呢？数学学习中最忌定
势，用冲突去打破思维定势，教学冲突
的教学效果才能在此发挥得淋漓精致。

三、冲突收尾，消除定势

本文所说的冲突，是指教学过程
中产生的教学现象与学生固有思维之
间的冲突。

数学广角《优化》是人教版小学
《数学》第七册中的内容。此单元中教
材主要通过有趣的生活实例以及古代

故事，让学生从数学的角度经历在多
种解决方案中寻找最佳方案的过程，
初步体会策略思维，理解优化思想。

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水平正在经
历由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转变。
基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板块的

学习中，部分学生对问题策略的探究意
识往往不够强烈，也有学生不能自主
全面地从多角度地去思考问题。教师
在课堂中又该如何自然推出“关键教
学冲突点”、如何自然产生“课堂关键
问题”？为突破以上教学难点，笔者在课

堂实践中巧妙设置“关键教学冲突”，借
此为突破口产生“课堂关键问题”，以期
更好地切合学生好奇、好问、好动的心
理特征。再由数学问题引起头脑风暴，
顺势进行数学活动，在学生积极思维的
参与下，寻找策略，寻找最优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