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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34年， 我一直秉承“让数学回归生
活”这一理论精髓，并积极将其贯彻于实际的
教学中，让学生从熟悉的实际生活体验中体会
更多，学得更多。

一、创设生活情境，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创设
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生活情境，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集中注意力，而且
还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 学生很感兴趣。
小孩子很喜欢去“肯德基”，所以，我就用多媒
体创设了一个“肯德基”店的情境。

首先，我用幻灯片展示了“肯德基”出售的
几种主要的、学生感兴趣的食品，比如，薯条、
汉堡包、圣代、鸡块等等，在每种食品下方都有
相对应的价格。

然后，我进行了角色分配，把全班同学分成
两种角色，一半同学是“肯德基”的营业员，另一
半是顾客。 玩过几轮之后，再角色互换。

规则是顾客任意挑选幻灯片上展示的食
品，然后，营业员就马上算出顾客应该付多少
钱，如此反复。

经过情境创设， 我发现学生很有兴趣，参
与的热情高涨。 因为在他们喜欢的“肯德基”
店，他们觉得很高兴，也很放松，思维变得异常活跃。在大家的积
极互动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基本掌握了
加法的运算。

二、激发学生联想，使其从生活中捕捉数学信息，形成数学
思维

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到处都存在着数学,关键在于要用适
当的方法去激发学生的联想能力，使他们用自己的“慧眼”去观
察、去发现数学的存在，体会数学的讯息。

比如，在学习“计量单位”的时候，就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联
想，从而提高学习兴趣与效率，下面以其中的“重量单位”为例。

问题一：小学一年级学生小明的体重 =24（ ）
在我们看来，这道题目的答案显而易见，是“千克”，但是，对

于初学“计量单位”的小学生而言，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他们的
身心发展水平、智力程度等都不是很高，因而，教师用单纯的讲
道理的方式很难使他们理解，这时，就可以引导他们从自己的切
身实际寻求正确答案了。 通过使数学问题与小学生实际的生活
体验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让学生体会到生活经验积累的重
要性,体会到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使得他们
在学习数学时身临其境,对数学产生一种亲切感,形成一种似曾
相识的接纳心理，感受到数学与“生活”同在,并不是什么高不可
攀的东西。

三、引领学生在生活中理解数学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数学模型的构建、解释和应用应该

与学生的生活相通，与学生的经验相通，这样会使抽象的算理易
于理解，繁琐的方法便于掌握。

例如：小数的加减法，这一教学内容对三年级学生较为抽
象，而学生对生活中商品的价格却是极为熟悉的，因此在教学小
数的加减法时，设置生活模拟场景，由学生做营业员和顾客，用
自制的纸币进行商品交易。 营业员仔细地用“元”作单位为商品
标价，热情地接待顾客，认真地收钱、找钱。顾客们则兴高采烈地
选购商品、看价、付钱。在活动中，同学们初步认识了小数的加减
法，并对其产生极大的兴趣。 在教学中引领学生寻找生活中的
数学问题，让学生通过感受认识数学的价值，既可积累数学知
识，又是培养学生探索意识和应用意识的最佳途径。

四、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学以致用
我认为，学习数学知识的目的，除了训练逻辑思维、促进自

身智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一点作用就是形成一种数学思维，学
以致用，能够运用所学的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学生掌
握了某项数学知识后, 就鼓励他们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我们身
边的某些实际问题, 这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应用能
力,还可以让学生在活学的基础上学会活用,他们肯定也是十分
乐意的,这是我们教学所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真正达到了让数
学知识贴近生活,用于生活。

例：春天到了，六年级组织去郊区踏青。 由于路程有点远，
因此，学校决定租车去目的地。 六年级一共有 105个人，而车子
有两种：一种是 18人每辆，每辆收费 100元；另一种是 25人每
辆，每辆收费 150元。而且，每辆车子人坐满之后才能坐下一辆。
问题是：怎样选择车辆种类才是最优惠的呢？ 这样的题目学生
可能会想出多种方法:�

方法 1: 全部租用 25 人一辆的汽车， 一共要花 4×
150+150=750元

方法 2:�租 4辆 25人一辆的汽车，再租一辆 18人一辆的汽
车，一共要花 4×150+100=700(元)。

方法 3:�全部租用 18 人一辆的汽车， 一共要花 5×
100+100=600元

……学生们还会想出许多的办法，且最终会找出相对来说
最好的方案。

由此可见, 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是会起到
有效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数学教师们，都能在教学中高度重视
数学知识的生活化与实用化，那么,一定会使数学更贴近生活，
使之变得有趣味，充满活力。

一、设疑问难，启迪思维
新课改的核心就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其中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学生通过自主探索，构建与发现知识，以及发现的过程，
激发创新思维。 例如：教蒲松龄的《狼》一文时，首先设计导语激
起学生探究兴趣：“狼向人进攻时， 会进攻人的哪个部位才能取
胜呢？ ”学生纷纷举手回答：“手”、“头”、“脚”、“腰”，然而通过大
家仔细分辨，觉得这些答案都不合理。 有一个学生答：“脖子，狼
靠从人的背后偷袭取胜。 ”学生想象且当众表演狼的偷袭，这样
便于学生理解狼的本性。接着利用幻灯图片，让学生结合课文注
释理解文意，给图片作配音解说，这个配音解说实际就是进行再
创造性地讲解故事。若就此打住，只能让学生一般性思维。教师
指导学生再仔细观赏图片，使其思维“放飞”，再找一些细节如狼
的表现：贪婪、狡诈；屠户的心理变化表现：遇、惧、御、杀。让学生
分别找出相关的语句读出来。这时有一个学生对图片发生疑问，
后狼打洞不可能就在屠户的旁边。 理由是“前狼假寐”后被屠户
杀了，屠户“转视积薪后”，才看到“后狼”的。 这样通过情景引导
学生进行探究从而培养创新能力。

二、指导方法，教会思维
教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引导学生研读“雪

地捕鸟”一段，让学生找出这一段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同学
们纷纷指出动词用得当。 然后让学生用词语替换这些动词，领
会中文动词的妙处。 这时，学生们积极发言，热烈争辩、有的据
理力争，争得脸红脖子粗。 不论怎样，只要学生言之有理，教师
一律给予肯定，这样学生思维的火花已在闪耀，无须教师再大
讲特讲词语的妙处， 学生在争辩中就能感受到文章语言的魅
力。 在此基础上，我又把学生引导到写作上去，让他们各写一
段话，用上几个精当的动词。 有的同学写道：“……爸爸扫了一
眼我的分数，从椅子上弹起来，手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指着我
吼道……”这段话中的“扫”、“弹”、“绽”等动词用得非常好。 交
流时，将这段推荐给全班同学，让大家找出这段话的动词，评
议这些动词为什么用得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思维之门
打开了，写出许多用词精当具有新意的句子，自然而然地进入
创新的境界。

三、激发多思，砥砺思维
新教材的每一个单元后都有一个综合性练习， 笔者就利

用这个语文活动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创新思维。 教第二册
“戏曲大舞台”一课，教师在一周前就布置学生自制手抄小报，
其中心内容是有关“戏剧知识”或是戏剧故事。语文活动时间到
了，教师将学生按座位分成三大组，进行比赛，按比赛奖分制决
出胜负。 比赛内容有三项：1、一段唱戏；2、讲一个戏剧故事；3、
谈制作小报的感受。教师事先言明：活动重在参与，凡是能勇于
登台表演一项节目者均可给该生所在的大组加分，最后决出优
胜集体和个人。 刚开始，有些学生有顾虑，怕自己说不好，闹笑
话。经过教师激励，学生大胆登台表演，且十分投入，唱京剧的，
一板一眼，唱腔很到位，唱黄梅戏或地方花鼓戏的也博得了同
学们一阵阵的掌声。看到别的组奖了分，学生都坐不住了，不会
唱的，就上台讲戏剧故事，短小精悍的说逗，使得大家乐开了
怀。一时还没想到好故事的同学，就谈自己制作小报的感受，诉
说到查资料的艰苦时，催人泪下，谈到制作小报的成果时，令人
欣慰。这个活动不单是台上认真表演，台下也认真欣赏，对表演
者进行点评，点评恰当者也同样奖分。 这样，人人参与，气氛热

烈，活动非常成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因势利导，
布置一道作文“精彩的一课”，要求学生仔细回味刚才的细节，运
用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将作文写好，也可以说说
自己的感受。 这一节活动课，熔趣味性、知识性、思维性于一炉，
既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说、唱、谈了解了戏剧知识，又拓宽了学生
的视野。

四、对比分析，多向思维
在教学中要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

创新的优良品质。 尤其是在作文教学中更能达到这一要求。 作
文教学中着重要引导学生在立意、选材等方面出新，指导学生
细心观察、积极思维，要对事物作深层次的审视，言人所未言。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说明多看多读书的好处。作文立意时，根
据思维的流畅性特点，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如在同一个审题
立意时，可以引导学生尽量多问几个“为什么？ ”既挖掘事物的
多义性，以扩大选择余地，又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挖出事物的本
质因素，使立意更加新颖，体现创新精神。

其次，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新鲜感，要使作文写得有声有色，就
要对凡人常事，对一切司空见惯的事物都充满新鲜的感觉，只有
注入了新鲜的体验和感受，作文才会常写常新。 教师在作文教学
中注意学生的求异个性，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还
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说不定还会培养出几个作家来。

语文教学中的
“出彩思维法”

耒阳市三都中心校 张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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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 水泥
产量和混凝土的年消耗量不断增加，对资
源、能源和环境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最
近细微颗粒 PM2.5和 PM10是全社会关
注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对人体健康具有
很大不利影响，而这些细微颗粒物的攀升
与城市大规模建设密切相关。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开始面临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修复和拆除问题。新建筑物的修复
和旧建筑物的拆除，都将产生大量的建筑
废弃物。最新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拆出建
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2亿吨以上，新建建
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大约 1亿吨，两项合
计约 3亿吨。自然灾害（地震和飓风）也会
产生大量的建筑废弃物，四川汶川地震就
产生近 5亿吨建筑废弃物。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建筑废弃物产生量最多的国家，而其
中废混凝土含量占相当比例。

然而，对于这些废旧混凝土，传统的
处理方法只是作为回填材料简单使用,或

者干脆运往郊外露天堆放或填埋， 这种
方法产生的巨大处理费用和由此引发的
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对混
凝土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目前，我国的混
凝土年产量约 14亿立方米。 由于混凝土
原材料中其骨料占混凝土总量的 75%，
由此可推断，其骨料的使用量有多大，总
有一天地球上的骨料会消耗殆尽。 对废
混凝土的有效再生利用方式通常将其破
碎处理加工成再生骨料， 将再生骨料部
分或全部替代天然骨料配制成再生混凝
土。 再生混凝土是指将废弃的混凝土块
经过破碎、清洗、分级后，按一定比例与
级配混合， 部分或全部代替砂石等天然
集料（主要是粗集料）， 再加入水泥、水
等，使其恢复原有的性能，形成新的混凝
土。 试验研究证明，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和
易性良好，可满足泵送要求，硬化再生骨
料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可满足通常民用建

筑的使用和设计要求。
国外再生混凝土研究从二战时期就

已经开始了， 除德国和英国有少量应用
于建筑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外， 绝大多数
应用于填沟铺路。 我国再生混凝土的研
究起步较晚， 但已有一些应用于建筑结
构的试点工程，如 2012年竣工的北京建
筑工程学院 6号实验楼。 尽管国外再生
混凝土的应用粗放， 极少应用于建筑工
程， 但我们国家就必须将再生混凝土切
实用于房屋建筑工程上。 因为我国房屋
建筑工程建设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
和，那么在混凝土粗细骨料的需求上，也
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另外，我国建筑
寿命普遍较短，拆建量也比国外较大，这
么多的骨料需求上哪里去找？ 只有大力
发展节能降耗、 减少碳排放量的绿色再
生混凝土， 让再生混凝土应用于建筑工
程，才能使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才能使
绿水青山与我们永远相伴。

发展绿色混凝土 建造美丽家园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彭子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