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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86_8D_

E8_B0_88_E2_80_9C_E6_c38_644361.htm “感、迁”教学法在

我县实施推广近十年，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认可，同时在实

践教学中产生了不菲的教学成果，相关教研课题在省级立项

，老师们普遍反应教学轻松了，学生活跃了，成绩提高了。

但同时也有少数教师由于对“感、迁”教学法精髓理解不透

彻，对新课程理念认识较片面，因此依然在“感、迁”教学

法表层上徘徊，不能深入灵活进行运用。下面，我作为一名

学习与实践者，就一堂全县公开课再谈“感、迁”教学法中

的“迁移尝试式”的灵活运用，与广大教师相互学习探讨。

1、创设情境，迁移导入 创设问题情境的目的是把学生引入

“情境探究发现”的学习过程，它不仅起激情作用，还能促

进学生情与境的融合，促进知识的迁移，加速学生的理解与

认知，特别是有效的问题情境，更能优化教学过程。 例如，

我在教学《乘法估算》（人教课标版四年级上册）例5时，创

造性地将例题进行了改编。新课一开始，课件呈现秋景音乐

图片，问同学们秋景美不美，学校准备组织一次庐山秋游，

大家想不想参加。顿时，学生的兴趣特别浓，争着要报名参

加“秋游活动”。我趁着学生热情高涨之时提出要求：大家

这么想参加，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解决卖票的问题吧。课件紧

接着呈现问题：四（一）班同学去秋游，每套车票和门票104

元，一共需要49套票，应该准备多少钱买票？问题是什么？

联系实际，谈一谈你对“应该准备多少钱买票”这句话是怎

样理解的？然后请同学们列出算式，在根据自己已学过的估



算方法进行估算。 此环节中，创设的是学生身边的事，是学

生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情境，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从生活经验

和客观事实出发，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数学，

而且能使学生体验数学的价值，感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从

而有效激发学习数学的动机。 2、自主探究，尝试新知 著名

教育家波利亚曾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

发现的，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易掌握其中的内在

规律、性质和联系。”因为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信息，

而是主动地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有选择性的知觉外在信息，

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并纳入认知结构中。因此，教师有必

要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机会和时间，让学

生亲自动手进行操作，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 此环节中，我

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探究时间，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进

行大胆尝试，同时我也参加到他们的探究中去，为学有困难

的学生提供一些适当的点拨和必要的帮助，同那些思维活跃

的学生进行深层次地探讨。通过这个自主探究活动，学生亲

身尝试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估算，享受到独立尝试的愉

悦经历，尽管还不知自己的估算方法是否恰当，同时也促使

学生的信息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展，也创

造了师生间相互交流的平等氛围。 3、合作交流，矫正结果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开展有效的合作交流，能使学生积极

地相互支持、配合，特别是面对面的促进性互动，使全体学

生能进行有效沟通，平等发表个人意见，让学生在宽松、和

谐、民主氛围中主动学习、相互交流、想象创造。 我在这一

教学环节中，有层次地设计了两次交流活动：小组交流，让

学生把自己的估算方法在小组内交流交流，并请各小组在小



组长的组织下总结出一种比较合理的估算方法；全班交流，

请各小组代表说说本小组的意见，我将不同意见进行板书，

然后针对不同意见进行讨论，选择一种最好的估算方法，并

说明理由。这样，最佳估算方法在合作交流、师生互动中得

到有效地解决。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不同想法和做法

得到集体矫正与优化，使学生学习兴趣高涨，思维能力得到

发展，合作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同时使那部分“弱势群体”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4、组织

讨论，整理方法 整理环节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前面所

探究的知识进行概括、归纳、梳理，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

认识，形成文字语言，从而达到知识的系统化。此环节可采

取独立整理、小组整理、集体整理和师生整理等形式来完成

。 此环节中，我在学生比较得出最佳估算方法之后设计两个

小组讨论题：（1）为了计算简便，估算时通常把两个因数看

成怎样的数？（2）估算取近似数时两个因数能不能机械采用

“四舍五入”法？让学生通过对两个讨论题的解答得出结论

，估算取近似数时要：（1）计算简便（因数看成整十、整百

或几百几十的数），（2）符合实际（不能机械采用“四舍五

入”法），并将结论进行板书。 这样由学生通过“尝试矫正

整理”得出的结论，它不是教师直接灌输给学生的知识，而

是学生在教师的合作下探究出来的知识，才算是学生自己的

知识。这种通过讨论整理的教学环节，使学生概括归纳能力

得到提高，合作能力得到锻炼，学习兴趣得到培养，同时也

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5、解决问题，练习运用 数学

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数学练习设计要贴近学生熟悉的

现实生活，不断沟通生活中的数学与教材联系，使数学与生



活融为一体，这样的数学练习才有益于学生理解数学。联系

生活实际进行练习设计，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从问题情境和生活情景中看到数学问题，又运用数学来解决

实际问题。 此环节中，我围绕“庐山秋游”这根主线，创造

性设计了三道练习题：一是“过铁索桥”（小明步行一步最

多可跨55厘米，他用210步就过桥了。桥长大约多少米？），

此处“55厘米”要估小些；二是“用餐”（实惠餐馆一天用

掉216双一次性筷子，照这样计算，一个月〈以30天计算〉大

约会用掉多少双筷子？）此处“216双”可估大也可估小，只

要合乎实际都给予肯定；三是课外延伸“秋游后记”（回家

把今天的“秋游活动”用作文写下来，再估算有多少字，与

同伴交流交流），此题设计让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这些练习设计，具有新颖性、层次性和代表性，避免了

传统教学的重复训练，使学生乐于练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