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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林芸芳

(尤溪县实验小学, 福建 三明３６５１００)

【摘要】写作并不是语文学科所独有,如果在数学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微写作,既能提高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又能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能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发现和提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进行数学探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

用教材进行微写作,写教材中的插图,写生活中的数学,写思维过程,写思考小故事,写与数学相关的课外小知识等,在

写中培养问题意识.本文针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的情况,运用经验总结法,从“描绘

插图”“实验操作”“联系生活”“解题思考”“知识拓展”等五个方面阐述如何在数学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促进

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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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描绘插图的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教材中有许多富有生活气息而又饱含数学智慧的插图。

插图色彩艳丽，配上文字解说，形象直观，再加上活灵活现

的智慧小孩形象，不仅能让学生产生兴趣，还能有效地引导

学生想象，并由关注画中人与物转而关注图中所提及的数学

问题。 引导学生用微写作的方式写一写这些画面，或编写

小故事，能有效培养问题意识。 比如，有位学生在进行

“人教版(下引例均同)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因数与倍数”

练习三第７题”的练习中，写了与插图相关的内容：“母亲

节到了，妈妈带我到花店给外婆买鲜花。 妈妈选好了花

后，边接过花店小姐姐递过来的花，边把５０元人民币递给

了小姐姐。 小姐姐在抽屉翻找后给妈妈找了１３元零钱。

‘不对啊，妈妈买的是马蹄莲和郁金香，小姐姐好像找错钱

啦。’我看了一眼花店前竖立的价格表，想起刚学的‘２、

５、３的倍数的特征’这一内容，马上提醒妈妈：‘妈妈，小

姐姐找的零钱不对。 马蹄莲每枝１０元，郁金香每枝５元，

５的倍数特征为个位数是０或５的数，而小姐姐找的是１３
元，与它不符。’小姐姐听了，立刻道歉；‘我以为找的是１５
元，实在对不起。’边说边补上了２元。 妈妈接过钱带我走

出了店门，直夸我学有所用，很聪明。 妈妈的夸奖勾起了

我的表现欲：‘如果刚才你买的是马蹄莲和３元的玫瑰，或

者郁金香与玫瑰，或者三者都买，那小姐姐找回１３元就有

可能是对的啦！ 因为加入了３元的玫瑰，此时的组合就没

有规律了。’妈妈听了更加高兴：‘孩子，这是你送给妈妈最

好的母亲节礼物啦！’”这位学生通过给插图编写故事，所

思考的问题不仅局限在教材给出的“你能很快地帮妈妈判断

找回的钱对不对吗？”这一问题上，还对教材中没有的问题

“如果买的花中有玫瑰会出现的情况”也作出了判断，很好

地培养了问题意识。

教材中，也有许多插图与文字相结合引导学生提问题的

题目，可加以充分利用。 比如五年级下册练习十七第１１道

题，爸爸、妈妈、孩子在运动场跑一圈所用的时间及人物以

图文结合的方式形象的展现，用文字叙述来激发学生思考并

解答。 针对第二个问题“你还能提出其他数学问题并解答

吗？”有一位学生在数学微写作中提了“三个人同时起跑，

至少多少分钟后三人再次在起点相遇？ 相遇时分别跑了多

少圈？ ……”等多个问题并作了解答，并在结尾部分非常

明确地作了总结：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寻找公倍数，公倍数

找到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种对本质的发现，也是问

题意识的功劳。

２　在实验操作的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数学课程也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有许多需要学生

通过观察、实验、操作的内容，安排这些内容的微写作很易

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的欲望，从而在实验操作中形成空间观

念、空间想象等能力。 比如教学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观

察物体”(三)后，安排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巩固所学，并通

过微写作的方式写下来。 有位学生通过微写作，巩固了所

学，还提出了不同的探究问题。“……根据例２‘下面是从三

个方向观察同一个几何体看到的图形，你能摆出这个几何体

吗？’(见下图１)的要求，摆出所观察到的图形并不难。 一

番操作，我很快就按提供的平面图‘从正面看’‘从左面

看’‘从上面看’摆出了相应的图形。 可是在摆放的过程

中，我发现这一几何图形的摆放只需两个条件：‘从上面

看’加‘从正面看’，或‘从上面看’加‘从左面看’。 这

与课堂上我们得到的‘分别从前、左、上三个方向观察，才

会得到相应的几何图形的立体形状’结论就不符合了！ 带

着这一疑问，我又根据要求对练习一第２题(１)：‘下面是从

不同位置观察同一个几何体所看到的图形，请分别把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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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何体摆出来。’(见下图２)等题目进行了摆放操作。 结

果与课堂上的结论‘分别从前、左、上三个方向观察，才会

得到相应的几何图形的立体形状’相符。 那为什么例２这

个几何图形的摆放只要观察两面就可确定了呢？ 通过资料

查阅与请教老师，我终于知道了原因：从正面、上面观察，

便会确认图形的长度相等；从正面与左面观察，便会确认图

形的高度相等；从左面、上面观察，便会确认图形的宽度相

等。 而例２中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从左面观察，其只有一

层，即高度相等；既然高度相等，而宽度与长度又从左面与

上面观察中得知，所以用两个条件便可摆出相应的图形，但

这与从三个不同方向观察才能确认并不矛盾。”学生在记录

操作过程的微写作中，产生疑问，带着问题追根求源，很好

地培养了问题意识。

图１　观察图形

图２　摆出图形

又如，在学习完“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相关知识后，让

学生回家搭建几个不同的长方体框架，并把过程简要地写下

来。 一位学生在《我为长方体和正方体搭框架》中叙述了

他边操作边思考相关问题的过程：“普通的长方体框架最好

搭，只要用剪刀分别剪出四根长度相等的吸管三组，用粘土

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正方体是特殊的长方体，只要剪出１２

根相同长度的吸管，加以固定就行。 但有两个面为正方形

的长方体如何搭建却难住了我。 我一边在纸上画，一边试

着提出问题：这样的长方体有几条棱是相等的？ 又有几条

棱不相等？ 动手与思考间恍然大悟：有两个面是正方形，

剪八条相等的吸管作棱长，而另外四根吸管自成一组，就可

以搭成一个特殊的长方体框架。”学生在动手操作后的微写

作中对问题作了回顾，问题意识自然得到了有效培养。

３　在联系生活的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实际生活中处处有数学，而这些数学知识又与学生联系

紧密，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数学知识，并把它以微写作的

方式记录下来，不仅能巩固所学，让学生运用并拓展所学，

还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有一次，在学生学习完五年级

上册第二单元“位置”这一内容后，安排学生以微写作的方

式写一写生活中确定位置的例子与确定位置的方法。 学生

小微在《有趣的位置》中这样写道：“傍晚放学回家，我和

邻居小伙伴们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玩了用数对确定位置的游

戏。 游戏前，当小老师的我面向排好四列四行、蹲在地上

的全体‘学生’介绍了确定位置的方法：先从左到右确定列

数，再从前到后确定行数，然后再以具体的数字即数对如

(２，３)表示某个小伙伴的位置是第２列、第３行，最后再要

求他们在听到我报出数对后，相对应位置的‘学生’必须起

立。 在我的‘学生’表示理解之后，我发出了(３，２)的位置

指示，第２行却有两位‘学生’小月和冬冬同时站了起来，

引得小伙伴们哈哈大笑。 在我这位小老师确定小月正确而

冬冬错误时，冬冬很不服气，当场手脚并用地比画起来：

‘你看我的位置，从左往右数处在第三列，从上往下数处在

第二行，不是数对(３，２)吗？’听了冬冬的话，我立即明白

了是怎么回事，原来冬冬面向我，他的左边与面向‘学生’

的我的左边刚好相反，他是从自身的位置来确定，才会产生

这样的错误。 在我向冬冬作出解释之后，他才满意地接受

了唱歌的‘奖励’。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用数对确定位置，

需要先确定观察者的角度；如果观察者角度不同，就会有不

同的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如电影院、动车等标上具体的数

字等信息，才不会有争议。”学生小微在生活游戏中运用所

学，巩固了知识，又发现了问题，问题意识得到了有效的

训练。

再如，学生对于“数学中利用平移、对称和旋转，设计

出了许多美丽的图案”很感兴趣，提出并记录了“生活中还

有哪些与平移、对称和旋转相关的事物？ 这些事物又体现

了哪种图形的运动方式？”等问题，较好地培养了问题

意识。

４　在解题思考的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数学学习中，学生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思考与解题，每

一次的思考与解题过程，既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冒出新

问题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引导学生把思考解题的过程写下

来，可以有效地培养问题意识。 比如学习五年级下册第二

单元“合数与质数”时，往往会有很多学生一不小心把质数

当合数，或者把合数当质数，特别是那些乍一看貌似合数而

实际是质数的“２”、貌似质数而实际为合数的“５１”等。

为此，引导学生以“给(２、５、５１、７１、３７、５８、９１、７３)各

数按质数与合数的区分”为内容进行微写作。 班级学生小

翔编写了《合数王国守城将》，化此道题的解题思路为生动

有趣的故事：“合数王国的国王召开紧急会议，说质数王国

的士兵经常扮演成合数王国的人进城扰乱秩序，安排守城将

２４小时轮流值班，严禁质数进城。 一天，‘５’和‘２’想从

城门混进合数王国，但‘５’马上被守城将赶开。‘２’赶紧对

守城将说：‘我是偶数，也是合数，我可以进去。’守城将马

上识破了：‘２是唯一的偶质数，你必须回到质数王国！’这

时候，‘５１’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城门外，守城将却说它是

质数不让进。 而‘５１’却坚持说自己是合数王国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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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得进，两人争吵起来。 这时警察来了，确认‘５１＝３×

１７’，是合数。 并告诉守城将：如果一个数只有１和它本身

两个因数，这样的数叫做质数(或素数)；除了１和它本身还

有其他的因数，这样的数叫做合数。 守城将这才把‘５１’

放进城。 这时候‘７１’过来了，守城将认为这位先生和刚

才的那位先生比，个位都是奇数１，应该是合数，便要放入

城里，但马上想起了警察告诉他的判断方法，意识到了错

误，便把它赶回到了质数王国。”学生在给质数与合数归类

时，把自己的思考解题过程进行微写作，在区分“２、５、

５１、７１”等各数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地产生新

问题，又依靠相关定义解决问题，问题意识得到了培养。

学生在学习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可能性”时，“同样

掷２０次骰子，如果和是５、６、７、８、９共５个数，算老师

赢；如果和是２、３、４、１０、１１、１２共６个数，算学生赢。

结果自以为选了共６个数赢的可能性更大的学生却输了。”

“怎么又是老师赢呢？”学生带着问题，通过记录探寻失败

的思考过程：“同时掷骰子，共有３６种可能，两粒骰子的和

是２、３、４、１０、１１、１２共６个数的结果只有１２次；而和是

５、６、７、８、９共５个数的结果却高达２４次，老师赢的概率

就大得多。”孩子们在思考过程中既培养了问题意识，又获

得了解答。

５　在知识拓展的微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教材中有许多数学知识拓展，以“你知道吗？”等方式

出现。 如果能利用这些知识或相关的提示，引导学生进行

数学微写作练习，也可以培养问题意识。 比如，五年级下

册第四单元“约分”内容之后就有一个“你知道吗？”的知

识拓展：“我国古代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就介绍了‘约

分术’：‘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副置分母、子之数，以少

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 以等数约之。’……”在教学

完相关的内容后，可向学生补充介绍与“约分术”相关的我

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并引导学生通过编写相关的数学微作

文，培养问题意识。 有学生以《刘徽与约分术》为题，编写

了刘徽撰写《九章算术注》的故事：大意为刘徽十一岁时和

邻家小伙伴玩，发现了两片记录“约分术”的竹片，想起了

这是父亲的朋友谈到的约分，便跑去问父亲。 父亲为他借

来了一册题为《算术》的竹简。 刘徽此后就钻进了《算术》

的世界，终于弄明白了约分的方法，并作整理与补充，即被

后人称为“更相减损术”的约分方法。 学生在写这个故事

的时候，假设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更相减损术”是如何

操作的？ 为何分子、分母是偶数就先除以２？ 还针对“约

分术”提到的“有三十六分之十四。 问约之得几何？ 答

曰：十八分之七。 又有九十一分之四十九。 问约之得几

何？”提出了“‘十八分之七’是如何得到的？ 而‘九十一

分之四十九’经过约分之后，答案又是多少？”等问题。 之

后运用方法以列竖式的方式来展开探索，弄明白之后又以其

他的分数进行了验证。 在这一数学微写作的过程中，学生

的问题意识得到了有效培养。 五年级下册“分数和小数的

互化”一节中有“你知道吗？ ——分母中除了２和５外，不

含其他质因数，这个分数就能化成有限小数。 否则不能

化。”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采用列举法，联系所学，并通

过与微写作结合，培养其会问善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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