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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双减”背景下,针对新手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研究其在数学课堂实施中教学设计的差异,并从他们对

同一节课教学设计的不同呈现,探讨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联系.专家型教师更加关注知识生长,

注重学情,会巧用题型变式与图形变换.因此,建议教师在教学中深挖数学教学知识,延展数学学科思维,聚焦学

科教学知识,积累学科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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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双减”目标的提出,更高效地开展课堂教学引起了教师的高度重视,而高效教学也

对中小学数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既反应教师的数学知识水平,又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效

果,从而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教师就必须要重视每节课的教学设计,这也是每一个数学教师应

具备的专业素养[1].因此,从学科知识、教学教法等方面分析不同教师对同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教师各方面的素养与学生的抽象素养培养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初中生正处于由形

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时期,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如何上好一节几何概念课,将有助于学生抽象素养

的培养.

1 研究对象

以浙教版八年级《数学》上册“全等三角形”为教学课例.研究对象为两位来自同一学校的教师,其中新

手型教师有4年教龄,专家型教师有15年教龄,其学历都为本科,所执教的班级是平行班,学情基本相同.

2 新手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教学设计对比

2.1 概念引入

新手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在教学设计的开始阶段处理相同,都采用问题链教学理念,并借助若干组图

形,通过运动动态呈现重合的状态生成全等图形的概念.
新手型教师的呈现方式:“老师手上有10对三角形,请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让小组学生操作,得



出全等三角形的概念,即能够重合的两个三角形称为全等三角形.
专家型教师的呈现方式:“请同学们找出5个三角形中能够互相重合的三角形,你能对你找出的这一

组三角形下一个定义吗?”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概念引入环节的对比见表1.两位教师都是采用观察动态演示、动手实

践类比得出全等三角形的概念.专家型教师将三角形的数量从10对减少为5对,让学生在探究中更有

指向性,不再设置全开放式拼图,而是改成半开放式观察,让知识的生长更加有针对性.这样的呈现方

式更加符合八年级学生的学情,加快概念的得出,为后面环节节省时间,在时间的处理上让本节课更加

高效.
表1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概念引入环节的对比

类型
数学学科知识

相同 不同

数学学习知识

相同 不同

学科教学知识

相同 不同

新手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专家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让学生在观察中

借助全等图形的

概念,类比得出全

等三角形的概念

侧 重 学 生 动 手

操作,全开放让

学生探究合作

侧 重 学 生 直 接

观察,快速类比

得出概念

关注学生的开放

思 维 和 已 有 知

识,注重 知 识 的

类比

侧重实践操作

侧重直接观察

 注重问题

 驱动教学

问题 设 置 开 放

性大

设置 追 问 型 问

题链,注重思维

的延伸

2.2 概念建构

新手型教师的呈现方式:

问1:请同学们给你手上的两个三角形标注字母,小组派出一位代表,请问哪些点可以重合呢?

问2:请用刻度尺量出你们小组三角形的3条边,你能得到类似的结论吗?

问3:你能对重合的角给出类似的定义吗?

问4:你还能从中得出什么定义?

由此得出全等三角形表示方法:全等可用符号
 

“≌”表示,如△ABC 与△A'B'C'全等,记作△ABC≌

图1 题图

△A'B'C'(图1).
专家型教师的呈现方式:

问1:请同学们给你手上的两个三角形标注字母,小组派出一位代

表,请问哪些点可以重合呢?

问2:请你观察能够重合的两个三角形的3条边,你有什么发现?

问3:通过模仿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你能对重合的角给出类似的定义吗?

由此得到以下性质: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对应角相等,如图1所示.
∵△ABC≌△A'B'C',

∴AB=A'B',AC=A'C',BC=B'C',

∴∠A=∠A',∠B=∠B',∠C=∠C'.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概念建构环节的对比见表2.两位教师都运用问题链进行教学,关注知

识的自然生长.不同的是,专家型教师先给出对应顶点的概念,让学生自己探索对应边、对应角的概念,

然后阐述全等三角形的表示方法.从对应顶点、对应边、对应角的概念再到全等三角形的表示方法,可
以更好地突出对应点之间在书写上的对应关系,更为严谨[2].这样的呈现方式更注重数学思想方法,能
够使学生在学习几何概念课时类比本节课概念建构的学习方式,感受图形语言—文字语言—几何语言

之间的互相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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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概念建构环节的对比

类型
数学学科知识

相同 不同

数学学习的知识

相同 不同

学科教学知识

相同 不同

新手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专家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在动手操作中得

出对应顶点、对应

角、对应边的定义

小 组 合 作,代 表 展

示,逐步生成概念

学生自己标注字母,

展示 自 然 生 成 的 概

念,感受图形、文字、

几 何 语 言 的 互 相

转化

关注学生的主动

思考和自然生成

用刻度 尺 测 量,

重在操作

用眼睛 观 察,注
重 抽 象 思 维 的

培养

问 题 链 教

学,设 置 提

炼型问题

问 题 指 向 性

较宽

问题链的承接

性 明 确,注 重

数学思想方法

的呈现

2.3 知识建构

新手型教师的呈现方式:请同学们快速找出图形的对应点、对应边、对应角.
例 图2各图形中的两个三角形全等,请用符号“≌”表示两个三角形全等,并指出对应角和对应边.

图2 题图

由此得到全等三角形的性质: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对应角相等.
专家型教师的呈现方式:将一对三角形按照不同的位置进行变换(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自

己拼一拼),快速找出图形的对应点、对应边、对应角.
例 如图3所示,△ABO 与△DCO 全等,请用符号“≌”表示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并指出对应角和对

应边(在书写两个三角形全等时,应把对应的顶点写在对应的位置上).

图3 题图

变式 已知△ABO 经过一定的图形变换,得到以下图形(图4),请指出每组图形的对应边和对应角.

图4 题图

通过拼图呈现归纳蝶型、8字型、旋转型、共边型和共角型等类型,再通过找其对应边和对应角,归纳

得出寻找全等三角形对应元素(对应边或对应角)的一般方法:
(Ⅰ)公共边是对应边;
(Ⅱ)对顶角、公共角是对应角;
(Ⅲ)大对大,小对小,中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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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知识建构环节的对比见表3.两位教师都很注重例题的讲解和图形的多

样性.专家型教师在例题的基础上,通过旋转、翻折、对称等运动变换,归纳得出蝶型、8字型、旋转型、共边

型和共角型等类型;在全等三角形性质的运用过程中,更注重知识的建构.新手型教师的呈现方式,4个图

形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形成清晰的脉络,不利于学生知识的连贯和延伸拓展.
表3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知识建构环节的对比

类型
数学学科知识

相同 不同

数学学习的知识

相同 不同

学科教学知识

相同 不同

新手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专家 型 教 师

的呈现方式

例题讲解,应
用 全 等 三 角

形的性质

直接让学生找出例

题图形中的对应边

和对应角,侧重对应

角、对应角的寻找

改编例题,以例题图

形为基础,侧重图形

的变换

关 注 图 形 变

换,侧重思维

的多样性

侧重全等三角形性

质的应用

侧重全等三角形性

质应用的同时,还
侧重图形的运动变

换和归纳

设置基础 型 问

题链教学,注重

知识脉络

图形直接呈现,
停留 在 性 质 的

应用方面

图形 的 变 换 呈

现,及 时 归 纳,
逐步 形 成 模 型

的建构

2.4 变式运用

图5 题图

新手型教师的呈现方式:
如图5所示,△ABE≌△ACD,AB 与AC,AD 与AE 是对应边,∠A=40°,∠B=30°,

求∠ADC 的大小.
专家型教师的呈现方式:
问1:如图6所示,△ABC 中,AD ⊥BC 于点D,BD=CD.△ABD 与 △ACD 重合

吗? ∠B 与 ∠C 相等吗? 请说明理由.

图6 题图

问2:如图6所示,△ABC中,AD⊥BC于点D,BD=CD.△ABD 与△ACD 重合吗?

∠B 与 ∠C 相等吗? 请根据说理完成填空.
∵AD ⊥BC(已知),

∴
 

∠ADB=Rt∠(垂直的定义).
当把图形沿AD 对折时,射线DB 与DC 重合.
∵BD=CD( ),

∴ 点B 与点C 重合,

∴△ABD 与 △ACD,

∴△ABD ≌ △ACD(全等三角形的定义),

∴∠B= ∠C( ).

图7 题图

例1 如图7所示,AD 平分∠BAC,AB=AC.△ABD 与△ACD 全等吗?

BD 与CD 相等吗? ∠B 与 ∠C 呢? 先判断,并说明理由.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变式运用环节的对比见表4.专家型教师把一道

课后习题转变成两种类型的题目,其中一种是说一说,让学生根据全等三角形的

概念说出判断两个三角形全等的理由,再根据全等三角形的性质说理,得到∠B
=∠C.口头说理结合填空说理,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

学生学习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奠定了基础.例1是本节课的难点,专家型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在例1前设置

问1和问2,降低了对例1直接进行说理的难度,还设置了变式加以巩固,这不仅深化了性质的应用,还突破

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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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变式运用环节的对比

类型
数学学科知识

相同 不同

数学学习的知识

相同 不同

学科教学知识

相同 不同

新手 型 教 师

呈现方式

专家 型 教 师

呈现方式

突 破 难 点,
变式拓展

直接变式应用新知

在例1前,增加了

一道填空题,再过

渡到例1

关注知识难

点的突破

侧重全等三角形性

质的变式应用

侧 重 题 型 的 多 样

性,关注问题解决

的层次,降低难度

注重知识应用

应用性质,注重知识

的运用

设置梯度,突破书写

难 度,由 易 到 难,为
后面判定埋下伏笔

  整节课两位教师都围绕概念的生成、性质的得出、知识的建构、变式的拓展、课堂小结和课堂检测6方面

进行教学设计.虽然设计不一样,但环节设置合理.专家型教师更关注学生的学情,注重知识的自然生成,多
方面考虑了图形的不同位置变换,主旨脉络更清晰,能很好地为以后设计和开展类似的几何概念课提供

借鉴.

3 教学建议

3.1 关注知识生长,深挖数学教学知识

生长型的教学理念最开始是由卜以楼针对复习课提出的[3].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

播者,还是引导者.教师应以题目为载体,帮助学生掌握方法,发展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将问题背后所蕴含的

数学本质和数学思想渗透到课堂教学中,通过原始问题驱动学生学习,在简单问题链的设置下,关注知识的

自然生长,引领学生的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
3.2 设计图形变换,延展数学学科思维

知识点的产生和发展向来不是单独发生的,特别是在几何教学中,几何课中的几何图形看似是独立的个

体,实质可以通过平移、旋转、翻转等方法变换得到,且是密切联系的[4].教师可以深挖其背后的本质.激活学

生的思维离不开教师的有效引领.在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学会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预设学生可

能产生的思维结果,找准“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性质”“学习这个知识点有什么用”等
问题.教师应遵循思维发展的规律,注重思维的延伸性,有效地通过问题设计激发学生的内驱力,顺应其抽象

思维的发展.
3.3 巧用题型多变,聚焦学科教学知识

史宁中教授说过,我们要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用数学的思维分析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5].其
中,数学语言表达就是培养会用数学建模和用数字分析的能力.学会知识和方法的迁移,学会用知识的难易

去架构桥梁,用不同的题型去搭建思维台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结合理论研究、类比推理、逆向思考等方

式,帮助学生理清相关知识的内在联系,加深对“元问题”的认知.
3.4 注重学情分析,积累学科教学经验

新手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情分析.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教师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学生、关注学生的需求,才能设计出符合学生发展的教学设计.著名特级教师

于漪说:“学生的情况、特点,要努力认识,悉心研究,知之准,识之深,才能教在点子上,教出好效果.”[6]在具

体的实施过程中,新手型教师应根据学情分析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实际修改、调整教学设计,只有在不断

地调整与修改中才能积累自我的教学经验.[7]

4 结 语

初中数学作为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过渡阶段,既承接小学数学中涉及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又衔接高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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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更抽象的数学知识.这对初中数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充分关注不同课型的

教学设计,思考如何更好地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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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is
 

paper
 

studied
 

the
 

differences
 

of
 

teach-
ing

 

design
 

between
 

novice
 

teachers
 

and
 

expert
 

teachers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students’
 

core
 

literacy
 

cultivation
 

from
 

their
 

different
 

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lesson
 

teaching
 

design.
 

Expert
 

teache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the
 

learning
 

situation
 

and
 

could
 

skillfully
 

use
 

the
 

question
 

type
 

variation
 

and
 

figure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it
 

wa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dig
 

deep
 

into
 

mathematical
 

teaching
 

knowledge,
 

extend
 

mathematical
 

discipline
 

thinking,
 

focus
 

on
 

discipline
 

teaching
 

knowledge
 

and
 

accumulate
 

discip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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