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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新 Teachers Today

数学学习是感悟和再创造的过程
———香港教育大学冯振业博士访谈录

◎游利瑛   游文洁

冯振业博士长期从事香港数学教师培训工作， 现就
职于香港教育大学数学与资讯科技学系。 历任香

港数学教育学会副会长、 会长， 《数学教育》 编委会
主席， 香港小学教材 《新纪元小学数学》 主编。 他提
出 “数学化教学” 的主张， 在香港组建了小学数学教
师专业社群， 持续地进行教育教学发展工作， 旨在通
过教学设计， 吸引教师重新学习数学。 他与内地赴港
交流教师进行了多次交流活动。

一、 知识演进活动： 不要将数学化与生活化截然
分开

交流教师 ： 您能谈谈关于教学数学化与生活化
的问题吗？

冯博士： “数学化教学” 是一个改善小学数学教
学的计划， 基于荷兰数学教育泰斗弗赖登塔尔提出的
“数学化” 观点。 简而言之， “数学化” 就是数学认知
的产生和演进过程。 这过程让数学观念形成和改进，
由门外汉的认识过渡到具有数学特质的认识， 或是由
简陋的认识进化到精密的认识。 数学教育对一般人的
意义， 主要在于掌握数学化过程， 而非数学产物。

在香港课堂上见到的， 多数是教师把数学产物介
绍给学生， 而不是与学生一起经历一次数学知识形成
或改进的过程。 课本的材料， 碍于各种限制， 也不太
重视把数学知识的演进过程说得一清二楚。

数学课堂要组织好学习活动， 透过学习的活动 ，
把数学变成精准的、 有效的学习形态， 这个过程就是
数学化的过程。 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去建立数学知识，
不等于说没有生活元素， 因为知识的形成不是凭空的。
我们很多的数学知识都是从已有经验总结而来。 已有
的经验包括课堂的经验， 也包括课外的经验。 所以课
堂上的教学有时可以从生活的角度去引入， 有时可以
从展开一个课堂的活动去理解。 这个课堂的活动可以
是教师提供的特定表达出来的一种经验， 虽然这个经
验也许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出入。

我们在教数学的时候， 有些情况是从学生的生活
经验出发， 有些时候是立足于学生在课堂中的数学理
解， 这两个都是必要的。 我们要看的是从哪一个点切
入比较有效。 我们不可以刻意地把这个生活化与数学
化分开来讲。 不过， 如果数学教学过多地讲生活化，

就会有问题。 因为数学当中有一部分内容在生活中不
容易接触， 如分数， 在生活中就很少见到。 但不可以
说生活中没有的， 我们就不学。

因此， 学生要接触的数学如果不方便从生活的角
度去介入， 就不可太勉强。 学数学就是要将这个数学
知识进行改良， 这就是数学化的角度， 什么时候是生
活的情境， 什么时候是纯数学化的情境， 这要看数学
内容本身， 也要看学生的知识背景。

二、 教材探微活动： 培养思考力比纠缠某些 “对
错” 更重要

交流教师： 香港教材中 “分母是100的分数是百分
数”， 这个定义是对还是错？

冯博士： 香港的教师用书不也说明了 “表示一个
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百分数” 吗？ 教材中
“分母是100的分数是百分数” 那是为了学生能顺利理
解。 其实一个定义是对还是错， 各家有各家的理解，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理解， 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比判
定这样的对错更重要。 有很多事情这样讲可以， 那样
讲也没错， 你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约定。

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梯形？ 有两种不同的定义 ，
一个是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 另一个
是 “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 两个定义都在
应用。 如果是第一种定义， 那么平行四边形就不是梯
形的一种， 如果是第二种定义， 那么平行四边形就是
梯形的一种特例。 不要太在意对与错， 要多在意学生
的理解是对与错。 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 靠左道行
驶， 内地就正好相反， 哪个对哪个错呢， 没有。 那些
在内地和香港往返的司机， 两边道都会开， 也不会出
问题的。

交流教师： 对内地小学数学教材您怎么看？
冯博士： 香港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四本数学书 ，

上学期两本， 下学期两本， 还是16开的。 内地教材编
得太统， 教材不太厚， 页数是有控制的， 这样就会有
一些问题。 因为有些知识内容不是简单就可以交待清
楚的， 必须要有一定的篇幅去表达。 而不能交待很清
楚的内容， 教师是不好理解知识全过程的。 这个不是
编者的问题， 是政策的问题， 是成本的问题。

教材简单， 可以说留给教师的空间大， 也可以说

编辑部介绍： 汤源生， 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新教师》 常务副主编， 分管期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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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材不能很全面地去帮助教师。 所以， 我编的教
材就是把全部的过程都表达出来， 每一个单元一册，
叫单元册。 这是比较大胆的尝试， 一学年有十来册。

三、 课堂评判活动： 好的数学课堂应有较多思考
问题的元素

交流教师： 怎样才是一堂好的数学课？
冯博士： “数学化教学” 我认为是最棒的。 数学

化教学做的人很多。 我希望的数学课堂就是数学的思
考方式、 思维过程可以展现出来。 自主探究、 互相学
习、 合作交流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
不需要太抓紧什么内容， 最重要的是学生有思考数学
的方式与行为习惯， 这些要在课堂体现出来。 知识是
学不完的， 数学教育的目标不只是训练、 培养一些数
学家， 重要的是让学生懂得怎样去思考数学， 怎样去
改良和创造数学。 课堂里有没有这种元素？ 有多少呢？
如果课堂都是教师讲， 学生听， 教师说， 学生做， 那
这样的元素就不多了。 这种元素是存在于学生与学生、
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中， 存在于提出问题、 探究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这与学习什么内容关系不大， 一
至六年级的内容都可以， 简单的内容可以去思考、 去
讨论， 复杂的内容也可以共同切磋。 同时， 教学是伴
随感情同时存在的， 教师要关注成绩也要关注心灵。

在观课时， 如果心里老是惦记着要填评课表， 这
个课就不会很好， 如果进入课堂后， 慢慢忘记要填这
个评课表， 自己投入到课里了， 跟学生一起想问题，
这样的课才会是好课。 好的课堂是容易让你投入到互
动的过程， 去进行相互切磋， 去关注这种思考状态，
这就是研讨数学的情境。 在这种氛围里， 学生乐于探
究学习， 乐于思考问题， 享受学习过程的快乐。 如果
教师用专家的身份进行教学， 我认为不好。 好的数学
课， 教师不当专家， 学生可以挑战学生， 学生也可以
挑战教师， 要让学生亮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大家觉得
被说服了， 明白了， 这样的课很有价值， 有这样元素
的课是好的数学课。

四、 解难教学活动： 要在创新与实践中培养孩子
数学反应的触觉

交流教师： 在数学教学中如何进行探究与活动呢？
冯博士： 数学科学有它本身的特点， 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要充分、 高效互动， 要关注学生学习， 要善于
透过教学活动， 去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培养数学反应
的触觉。 举几个例子。

1. 关于时间 “秒” 的教学。 时间是可以量度的，
不过量度时间比较复杂。 秒是时间单位， 教学时可以
从音乐老师那里借来节拍器， 调到一分钟拍打60下，

学生既可以听也可以看。 我有一个设计是这样做的，
用沙漏来测量时间。 让孩子操作一个沙漏， 沙掉到一
个地方就做一个记号， 这个时间大概是几秒钟， 然后
他们拿这个东西就可以量时间， 沙漏就是量时间的工
具。 我们可以先放一个小影片， 让他们感觉一下影片
时间有多长， 然后用沙漏量一量， 看看跟原先的感觉
有多少差别。 初时， 学生对 “一秒有多长” 是不好感
知的， 但是通过这个活动， 他就大概掌握一秒钟时间
的长短， 而且误差会比较小。

2. 关于 “平均分” 的教学。 平均分物一课， 教师
要引导学生理解平均分的意义， 懂得一粒一粒分物的
方法， 为日后学习通过乘法表计算除法提供经验。 教
学时， 教师讲解了平均分物的要求后， 可以进行这样
的活动， 就是拿一个装有很多 “数粒” 的袋子， 让学
生将这些 “数粒” 平均分给4个同学。

学生有一粒一粒分的， 也有先几粒几粒分， 再将
剩下的 “数粒” 一粒一粒分。 这些做法都没有错， 因
为都做到了 “平均分给4个同学” 的要求。 但是， 如果
将透明的袋子换成不透明的袋子给学生分物， 那么更
多的学生会进行 “一次每人一粒” 的分法， 虽然速度
慢些， 但却最能诠释 “平均分” 的分物方式。

3. 关于分数应用题的教学。 内地高年级的分数应
用题教学， 会讲 “标准量” “整体1” “单位1”， 香港
没有 。 那是不是就不行呢 ， 我看未必 。 “标准量 ”
“整体1” “单位1” 本身就非常的抽象。 我的教材要求
每个分数后面都带上一个单位。 如果没有单位就要把

它补出来。 如 “一个班的学生， 戴眼镜的占了 2
3
”。 就

是说 “戴眼镜的占了 2
3
班” “没戴眼镜的占了 1

3
班。”

“班” 就是单位。 如果问 “一个班里有多少人戴眼镜”，
当你告诉了一个班假定是36人时， 可以求出戴眼镜的

是 （36× 2
3
）=24人， “班” 变成 “人”， 换了单位而已。

又如 “18枚邮票的 1
3
是多少枚？” 我们就问， 1

3
的单

位是什么 ？ 如果18枚是一堆 ， 1
3

的单位就是 “堆 ”。

1
3
堆是多少枚？ 列式是： 18× 1

3
。 我们要让学生知道

分数是针对什么样的量， 他有这个意识后， 解决问题
就简单了。

（作者单位： 福建省福州教育研究院 香港福建中
学   责任编辑： 王振辉）

在科学实验教学中运用任务驱动法， 不但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科学学习贴近学生生活， 还能引领

学生深入思考， 锻炼学生的合作和沟通能力， 提高学生学习的质量。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宁宝小学   陈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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