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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提出

小學數學教學中如何對待學生的個別差

異問題, 是數學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特

別是在教學過程中如何對待低成就學生的問

題更是每一個老師都關注。 隨著普及義務教

育的實施, 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 (馬雲

鵬, 1996)。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大, 不同地區

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的國家。 在大陸, 數學課程

歷來都是以國家統一的課程標準為主, 實行

中央集權式的課程實施方式。 雖然近年來這

種模式有所改變, 但這仍然是課程發展的主

要模式。 而在城市和農村存在很大差別的情

況下, 不同地區的教師是如何實施統一的數

學課程, 在實施的過程中是如何對待學生的

個別差異的? 哪些因素對教師處理這方面問

題產生影響? 都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多年來, 大陸在培養數學尖子生, 對數學優秀

人才的培養方面有許多研究和探索 (張君達,

蘭英, 1994; 劉漢文, 1993)。 而對數學學習

上的低成就學生的研究並不多。 在數學課程

的研究方面, 對教學大綱、 教材的分析和教學

方法的運用方面的研究較多 (曹俠, 1992; 張

衛國, 1992, 宮建, 1993), 而對課程實施中

的一些具體問題研究甚少。 本項研究試圖通

過對城市和農村的兩所學校的個案研究, 從

課程實施的角度, 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區的教

師在數學教學中處理低成就學生的方法, 以

及影響老師採取不同方法的因素。 進而認識

數學課程實施中的有關問題, 為數學教育的

改革提出建議。

二. 研究的基本架構

如何對待學生差異, 如何在教學中處理

好低成就學生的問題, 歷來是中小學教育中

的一個重要課題。 特別是在實施普及義務教

育條件下, 每一個學生都要接受一定年限的

完整的教育, 學生的差異問題就顯得更為突

出。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的

研究。 把它作為提高教育質量的一個重要方

面。 香港1978年實施9年義務教育, 1997年

學校教育檢討小姐對義務教育的實施情況進

行了全面檢討, 對如何提高教育質量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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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使每一個

學生得到提高。 報告提出, “深入探討學生質

素問題, 建議制定一個質素保證機制, 確保大

部分學生達到指定的最低學業水平”(教育委

員會學校教育檢討小組, 1997, 頁24)。 大陸

從1986年開始實施9年義務教育以來, 學生

的差異問題也顯得更加重要起來。 數學作為

小學教育的一門主要學科, 數學的學習需要

學生具有更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抽象思維能

力。 在實施的過程中更會遇到如何對待學生

差異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處理, 直接關係到

數學課程實施的成效。

課程實施是本世紀70 年代以來倍受重

視的一研究領域。 課程實施是指一個具體的

課程方案在實際中的表現, 是“將有關的變革

付諸實踐的過程。 實施與採用 (adoption) 不

同, 實施關注的是在實踐中真正變革的程度

和影響變革程度的因素”(Fullan, 1991b, 頁

378)。 對課程實施的影響包括多種因素, 既

包括學校外部的因素, 也包括學校內部的因

素 (Fullan, 1991a)。 而在諸多的因素中, 教

師是課程在課堂層面的實施過程中的關鍵因

素。 有效地實施一個具體的課程, 就需要教

師根據實際情況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對課程

進行調適 (Synder, Bolint & Zumwalt,

1992)。 不同的教師在不同的條件下可能採取

不同的方法處理相同的教學內容, 可能用不

同的方式處理實施過中的各種問題。 這些不

同的處理方法, 最終會對實施的效果產生影

響。 怎樣看待數學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學生差

異, 用甚麼樣的方法對待學生的差異, 在教學

過程中如何對待低成就學生, 是教師對數學

課程進行調適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些研究表

明, 老師在這方面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莫禮

時, 1996)。 研究表明, 影響教師在課程實施

過程中決策的因素可能來自不同的方面, 這

包括教師的知識、 教師信念, 教材的性質與難

度, 社會與學校的文化, 以及學生自身的特點

等 (Calderhead, 1996; Clandinin, 1986;

Pajares, 1992; Hargreaves, 1992; Clarke,

1997)。 本項研究重點從教師這一因素入手,

了解教師在小學數學課程實施的過程中是如

何看待和處理低成就學生的。 這包括如何區

別低成就學生; 怎樣認識低成就學生產生的

原因和對待低成就學生的方法。 進而分析影

響教師採取不同方法和策略的原因。

三. 研究方法與對象

研究方法: 根據本項研究的性質和所要

解決的問題, 運用質化的 (qualitative) 個案

研究取向和策略。 質化的個案研究可以在自

然的教學活動中從整體上了解研究對象的做

法和想法, 可以通過比較長時間的實地研究

了解課程實施過程中的具體情況。 研究中主

要採用觀察、 訪談和文件分析的方法。

研究對象: 根據質化研究的目的性抽樣

(purposeful sampling) 原則, 選擇2所學校

作為研究對象。 一所學校位於吉林省省會長

春市, 一所學校位於吉林省東部山區的農村。

由於城市和農村的社會與教育的條件有很大

差別, 我們選擇這樣兩所學校試圖對兩個不

同地區學校老師在課程實施方面的表現作一

個比較。長春市的小學我們稱為甲校,農村的

小學我們稱為乙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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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校位於長春市中心。 屬於中等偏上水

平的一所區屬學校。 現有學生2238人, 班級

38個, 教職工114人, 教師85人。 學校教師

實行數學和語文分科安排的方法。 一般每位

數學教師教兩個班, 而語文老師只教一個班,

擔任班主任。

乙校是山區的一所村小。 這個村距縣城

70多公里, 距鄉所在地8公里。 學校從一年

級到六年級每個年級一個班。 每班學生從16

年到36人不等。 全校共有165名學生, 9名教

師, 其中6個班每班一名教師, 負責這個班的

數學、 語文、 音樂和勞動課, 並做班主任。 其

他教師 (包括校長) 任其餘的課。

兩個學校的數學教材都是人民教育出版

社編寫的九年義務教育教材。

四. 資料搜集、 整理與分析

對兩所學校分別用了近四個星期的時間

進行實地研究。 共聽課26節。 訪談19人 (包

括數學教師、 校長和教導主任), 共31人次,

聽課的老師大部分都做了課前與課後的訪談,

每次訪談的時間為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除此

以外, 還參加城市小學的兩次集體備課, 和

學校組織的對內和對外的觀摩課。 所有訪談

和聽課的內容都做了錄音 (除一位老師的課

後訪談外)。 對學校和教師的主要活動做了記

錄。 翻閱了學校和教師的有關文件資料, 包括

老師的教案, 學校的規章制度和學生作業等。

全部的訪談錄音和部分聽課錄音整理成文字。

根據研究目的, 對訪談、 聽課和有關

的文獻做具體的分析整理。 從中發現與低成

就學生有關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即低成就學生的特徵, 低成就學生產生的原

因, 和對待低成就學生的方法。 由於此項研究

是作為對整個數學課程實施情況考察的一部

分, 在訪談和觀察時是從課程實施的整體情

況入手的, 並且由於質化研究方法的特點, 不

是每一位老師都問完全相同的問題, 而是在

開放或半開放的訪談中, 了解教師對相關問

題的想法和作法。 所以, 對一些具體問題, 在

談話中並不是每一位教師都涉及到的。 在對

觀察訪談和文件資料分析的基礎上, 從對課

程實施情況的整體的認識中抽出這些具體問

題的。

1. 低成就學生的特徵

在訪談中, 許多教師談到低成就學生問

題, 其中包括老師對甚麼樣的學生是低成就

學生的看法。 從老師的表述中我們可以歸納

出以下四種情況:

• 一是從學生課堂中接受和回答問題的情

況來看;

• 二是從學生作業中的表現來看;

• 三是從學生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

看;

• 四是從學生的成績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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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師對低成就學生表現的看法

教師 甲校 乙校

看法 A B D E F I J A B D

一 ** * * *

二 * ** * * * * *

三 * * *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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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是在訪談中不同的老師對低成就學

生表現的看法。 從中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 老師是從多個角度來看學生的好與差。

老師不是單從學生的成績好壞來看是高成就

學生還是低成就學生, 而是從學生在課程上

對問題的反映, 回答問題的情況, 作業的情

況以及學生的成績等多方面來看學生。 以上

10位老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 只有兩位老

師認為要從學生的成績看學生的好與差, 而

其中只看學生成績的只有一位老師。 不同的

老師從不同的角度看學生的好與差。 甲校 B

老師認為看學生的好與差要“從學生接受知

識的能力, 從作業的反饋。 再就是回答問題的

情況”。 甲校 I 老師認為, “首先, 第一印象

就是成績。 然後在具體的上課過程中, 有的學

生在思維能力等方面很強, 但不是很穩當。考

試的時候就不是很好。 這樣的學生也不能說

是不好。這樣的學生就有待老師培養。 有時學

生好與差也不在成績。 有的孩子會辦事,能體

貼人。 學習不太好, 也不能說是不好的孩子”。

乙校 D 老師認為, “低成就學生聽不進去, 做

題可以做上, 但講算理不行”。 第二, 更多的

老師傾向於從學生課堂中的表現和作業的情

況來看學生的好與差。 在10位老師中, 有7

人 8 次提到從學生的作業情況看學生的好與

差, 有4人5次提到從學生課堂中的表現看學

生的好與差。 甲校 E 老師認為, “高成就學

生首先看課堂反映。 有問題馬上就回答。 低成

就學生一是上課不知道怎樣聽課, 有的孩子

一看卷面都差不多, 但一看題做的就知道誰

好了。 這樣的題都錯了, 就是差的”。 從這個

意義上說, 每天和學生在一起的老師, 對學生

的實際表現是最了解的。 他們對高成就學生

與低成就學生的判斷應當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第三, 城鄉兩所學校的老師在怎樣看待高成

就學生與低成就學生的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

致的。

2. 產生低成就學生的原因

從訪談中了解到, 老師對低成就學生產

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 歸結起來主要有以

下四個方面:

• 一是從學生的智力和學習態度。

• 二是從家長的重視程度。

• 三是低年級基礎沒有打好。

• 四是老師教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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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原因的看法

教師 甲校 乙校

看法 B C D E F I K A B D F

一 * * * * **

二 ** * * * * * * *

三 * * *

四 * *

對訪談記錄做進一步分析, 有11位老師

涉及到這個問題。 有的老師對低成就學生產

生的原因不只有一種看法。 從表二可以看出

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 教師們談到的低成就

學生的原因是多元的。 不僅11位教師涉及到

4種不同的原因, 就是同一位老師也有認為低

成就學生的成因不只一種。 有6位老師談到兩

種以上的原因。 第二, 在多種原因中, 老師

們將家庭的原因看得更重一些。 差不多每一

位老師都談到家庭是產生低成就學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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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長的期望度比較高。 因此, 考慮教育因素

時, 將家長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 不僅對學生

提出要求, 而且也對家長提出一些要求。 如希

望家長輔導學生作業, 家長給學生作業簽字,

家長監督學生做作業等。第三, 學生的智力和

學習態度也是重要原因。 有5位次談到學生的

智力和學習態度對學習的影響。 認為低成就

學生是由於智力水平低和學習不努力。 甲校

B 老師認為, “一方面是學生智力的情況, 這

是主要的方面。 智力好的老師一指點就會做。

再有就是學習態度上。 再就是同學和家庭環

境的影響。 我原來教三年一班有一個學生, 智

商中等。 家庭環境不太好, 父母離異了。 他不

願意回家。 現在就是不願意學習, 上課的時候

不太聽。 我教那段有點進步, 但進步不大。 主

要是家庭環境的影響”。 乙校 B 老師認為低

成就學生的原因“一是智力上, 再一個是家長

不重視。 有的小孩作業不寫, 有的作業寫得

不好”。 第四, 城鄉老師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

有一些差異。 城市老師考慮的影響因素更多

一些, 涉及到上述的4個方面。 而農村老師更

強調家長和學生自己的因素。 農村談到這個

問題的 4 位老師都認為家長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 而沒有一個老師談到老師本身的教育責

任。 只有一位老師談到低年級老師影響學生

的基礎。而城市學校談到這個問題的7位老師

中有4位談到家長的因素。還有4位老師涉及

到老師本身的教育作用和低年級老師對學生

影響。 甲校 D 老師認為, 學生好與不好“完

全取決於教育。 這個教育不一定完全是學校

教育, 也包括家庭教育。 在學校教育中知識方

面, 所學的知識到不到位, 學的有多少, 與老

師教有關係。 同樣一個老師教, 學生也不同。

這就是一個學習態度問題。 這個態度一個是

老師教育, 再一個是家庭教育, 家長重視教

育, 學生也重視, 家長不重視學生也不重視。

有的學生家長不重視, 以為答上答不上來, 無

所謂。 這樣他學習就沒有積極性”。 說明城市

老師在對學生發展的認識上, 將學校和家庭

教育看得同樣重要。 而農村老師則將家庭的

影響看得更重一些。

3. 對待低成就學生的方法

在課程實施中對待低成就學生問題的一

個重要方面是採取甚麼樣的方法解決學生的

差異問題, 使學生更好地完成數學學習任務。

我們從老師的教案、 課堂觀察和訪談的資料

分析中發現, 老師在處理低成就學生問題時,

採用了以下15種不同的方法或策略。 我們將

這些方法歸為四類。 第一類是有關教學內容

的取捨 (1-3)。 第二類是課堂教學方法 (4-

7)。 第三類是用於課外的方法 (8-12)。 第四

類是涉及對待低成就學生的態度與情感的方

法 (13-15)。

1. 要求低成就學生會, 盡量掌握多一點知

識。

2. 低成就學生也可以掌握大綱以外的內容。

3. 為不同學生設計不同的習題。

4. 上課注意多提問低成就學生。

5. 對低成就學生要多 (用時間) 講。

6. 高成就學生給低成就學生講, 讓學生在課

堂上模仿高成就學生說的和做的。

7. 用課堂討論的方法給低成就學生機會向

好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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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讓學生反復做, 記在腦子裡。

9. 下課輔導, 用自習堂多練。

10. 給低成就學生補課。

11. 請家長幫助輔導。

12. 放學後留在學校做作業和輔導。

13. 不能看不起學生, 熱心對待低成就學生。

14. 給低成就學生單獨分組, 以防抄高成就學

生的作業。

15. 做錯題就罰。

這些方法來自不同老師,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

城鄉老師是如何對待低成就學生問題的。 我

們將不同老師處理低成就學生的方法列成表

三。

............................................................................................................................................................................................................

表三. 老師處理低成就學生問題的不同方法

做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註

教師(年級)

A(3) * * * 只有課後談

B(3) ** * * * *

C(3) ** * *

甲 D(3) *

E(4) * * *

F(1) * *

校 G(5) * 課後談未錄音

H(6) * 教導主任

I(2) * * *

J(6) * 沒聽課

K(4) * * * * 沒聽課

A(1) * * * *

乙 B(2)

C(3) * *

校 D(4) * * *

E(5) * * *

從表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類方法只有城市的老師涉及到, 而

農村的老師就沒有採用。 這類方法是老師在

教學中對教學內容做一些調整, 為不同的學

生設計不同的練習題。 對低成就學生不僅要

他們會, 有可能的情況下, 也要多掌握一些知

識, 也提供一些大綱以外的內容。 老師認為,

“好一點的學生不僅要會, 而且要提高。 對低

成學生而言, 基本上會做就行”(甲 B)。 “學

生有不同層次。 這節課主要是讓高成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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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 稍差一點的學生把知識扎實”(甲 C)。

從老師在課堂中的做法, 和他們對這些做法

的解釋中, 我們可以看出, 在教學內容方面,

老師有意識按不同的需要作了一些調整。 讓

高成就學生學多一些, 差一點的學生把基本

的東西掌握以後, 也可以多學一點。 在教師的

教案中, 也看到這方面的一些特徵。 城市教師

為不同學生準備不同類型的題目, 以便在課

堂教學的適當環節中向不同的學生提出。 而

在農村教師的教案中就很少看到這樣情況。

第二類方法是課堂教學方法。 顯然, 城

市老師所用的方法比較多, 而農村的老師所

用的方法就比較單調。 城市老師對於低成就

學生除了課堂提問以外, 還用較多的時間向

他們解釋, 讓他們有機會模仿高成就學生的

做法, 給他們更多的討論機會等。 從教師的教

案和課堂觀察中, 也可以看到, 城市老師在課

內所用的方法是比較豐富的, 如使用多種教

具和學具, 有時也用討論和自學等方法。而農

村老師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講練為主。 但從

表中可以看到, 在課堂上注意多提問低成就

學生, 城市和農村的老師的做法是共同的。

第三類方法是用於課外的方法。 城市老

師採用的方法 (8, 9) 傾向於校內的訓練和輔

導, 而農村老師採用的方法 (10, 11, 12) 多

是在放學或校外進行的。 這樣處理顯然與老

師對低成就學生的歸因傾向有關。 上一節的

分析中, 農村老師將低成就學生的原因更多

地歸結為家庭的影響。 認為家長的重視程度

和輔導的不夠。 所以多用這樣的方法, 讓學生

在課外和校外多做一些。 而城市的老師則對

學校和老師的教育比較重視, 因此採用校內

輔導的方法比較多。

第四類方法是老師對低成就學生的態度

和情感方面。 城市老師強調的是多關心和愛

護低成就學生, 不能看不起低成就學生 (13),

因此給低成就學生更多的鼓勵和機會。 農村

老師更重視外在的形式, 不讓低就學生抄高

成就學生的作業, 做錯題就用罰的方法 (14,

15)。 這也反映了農村老師在對待低成就學生

問題的方法比較單調, 並且可能會在某種程

度上損傷學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4. 影響教師採用不同方法的原因分

析

從上面對資料的分析中, 我們可看到, 不

同老師在對待低成就學生問題上採用不同的

方法。 農村的老師與城市的老師對待低成就

學生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別。 那麼是甚麼因

素影響老師採取不同的方法呢? 我們試圖從

訪談資料和有關文件的進一步分析中對這個

問題有所認識。

首先, 我們從老師採用某一種具體方法

的表述中, 從課內外的觀察和有關的文件中,

了解每一位老師採取某種具體方法的原因。

下面是對第三類方法 (8-12) 的具體分析。

第三類方法是用於課外的方法。 這一類

方法城鄉兩個地區的老師都涉及到。 但具體

的作法並不同。

8和9是城市老師採用的方法。通過對資

料的分析, 老師採取這樣的方法, 主要是受四

個方面的因素影響。

一是老師的信念。 老師認為低成就學生

也必須學會書上的內容。 “好孩子給低成就

學生講, 下課的時候我也給講。 必須讓他會。

平常有時起始課, 第一堂就得下去, 一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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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個學生地講。 有的學生連最基本的都不

會”(甲 A)。 因此, 就要反復訓練, 多進行課

上和課下的輔導, 使這些學生達到會。

二是老師的學科教學法知識 (pedagog-

ical content knowledge)。 老師知道在甚麼

地方學生容易出錯, 需要對學生多進行一些

訓練。 “一涉及到應用題學生就接受不好。 上

一學期講到應用題, 有的低成就學生出5道能

會2道就不錯了。 像這樣就要學生反復做, 告

訴他就這樣解 (甲 B)”。 老師比較了解學科

的內容和低成就學生容易出錯的地方。 有意

識地採取強化訓練的方法。

三是一般教學法知識。“新課主要培養學

生自學能力,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生

有不同的層次。 這節課時主要讓高成就學生

拔高, 稍差一點的學生把知識扎實”(甲 C)。

老師對甚麼類型的課, 如何去教似乎心裡有

數。 反映老師具有一定的教學法知識。

四是學校的文化。 從有關文件了解到,

學校規定了集體備課的制度, 要求每一個年

級的老師, 每一個星期要有一次集體備課的

時間。 研究者也參與了一次這樣的集體備課。

這是一種教師交流的方式, 老師可以在集體

備課的過程中, 討論有關內容的教學方法, 也

可以互相學習好的教學方式。 這對於豐富老

師的經驗, 在具體的教學中運用多樣的方法

是有益的。

9, 10, 11, 12 是農村老師採用的方法。

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一是教師的信念。 低成就學生“就是不

學習, 有的智力也不行”, 就得“給這樣的學生

補課。 現在這樣的學生就剩兩個了”(乙 A)。

老師認為學生不行, 不學習, 因此,要補課, 使

他們跟上。

二是教材的難度。 農村的老師與城市老

師正好相反,認為教材難, 低成就學生跟不上,

因此要補課。“教材內容太多, 還要完成任務,

教師的壓力就大。 3-4年級的數學書在110頁

左右好一些, 現在是163頁, 每天2頁才行, 做

習題。 下午習題甚麼都不能做”(乙 D)。

三是時間的因素。 農村的小學活動比較

少, 課後的時間比較多。 老師可以用多一點

的時間給低成就學生補課。“一般下午有閒課

的時候, 就邊備課邊給學生輔導。 多數是用下

午最後一節”(乙 B)。 “上課時‘做一做’的題都

是根據例題來的。都讓學生做。 我們開始的時

候學生抄。 我就把低成就學生放在一起。 做題

時就著重看低成就學生那一邊。 再講題。 有時

上課時練習題做不完, 就讓他放學以後在學

校多留一會。 有時候冬天就讓家長來接”(乙

A)。

我們將影響第三類方法的因素用圖1來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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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影響第三類方法的因素

用類似的方法, 我們將影響第一類、 第二類和第四方法的因素用。 圖2、 圖3和圖4來表示。

圖2. 影響第一類方法的因素

圖3. 影響第二類方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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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影響第四類方法的因素

將圖1到圖4影響各種方法的因素歸納

起來共有7種, 我們將這7種因素從整體上對

各種方法的影響用表四表示出來。

.....................................................................................................................................................................................

表四. 影響教師採取不同方法的因素

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因素

教材難度 * * * * *

學生實際 * * *

文化 * *

信念 * * * * * * * * * * *

時間 * * *

教學法 * * * * * *

學科教學法 * * * *

從表四我們可以看出, 對教師採取不同

方法影響較大的有教師的信念 (11項)、 教材

難度 (5項),一般教學法 (6項) 和學科教學法

(4項)。 下面我們著重對這四個因素從城鄉不

同老師的想法上做一些具體分析。

從表五中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問題的想法

中, 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

大部分教師都認為, 學生都應讓掌握書本上

的知識, 不論是高成就學生還是低成就學生。

這樣就要採取各種方法, 使那些低成就學生

也能跟上教學的進度。 二是城市的教師傾向

於讓學生多學一點東西, 即使是差一點的學

生, 如果可能也盡量多給他們一些東西。而農

村的教師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而更傾向於認

為學生自身的素質比較差。 三是城市的教師

更傾向於對學生的訓練, 認為通過反復訓練

和記憶可以使差一點的學生趕上。 在對低成

就學生問題的信念上, 城市教農村教師有共

同的地方, 也存在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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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問題的信念

觀點 學生要多 學生都要學 低成就學生也能 不補課就 保護學生的 反復訓練 學生

教師 學一點 會書上內容 學難一點的題 跟不上 積極性 才能會 不行

A * *

B ** * * *

甲 C * *

D *

E *

F *

校 I * *

J * *

K *

乙 A * *

C * *

校 D *

F * *

...............................................................................................................................................................................

表六. 教師對教材難度的認識

觀點 教材要求低 教材內容太多 教材內容難

教師

甲 A *

B *

校 C *

E *

乙 A * *

D *

校 E *

從表六中教師對教材難度的看法中, 能

明顯地反映出城鄉教師之間的差別。 城市教

師都認為教材內容比較容易。 因此需要增加

一些課外的內容。 老師甲 B 認為, “學生掌

握了要求以外, 都有額外的內容, 一般都可以

比大綱的內容稍微難一些。 高成就學生低成

就學生都能掌握。 大綱的要求比較低”。 而農

村的老師都認為教材的內容多並且難。 差一

點的學生學起來就比較困難。 教師乙 D認為,

“教材難, 學生也不行。 教材內容太多,還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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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務。 教師的壓力就大”。 對教材的不同看

法, 會影響教材在內容選擇和教學法上採取

完全不同的策略。

從表七中可以看出, 城市教師比較注意

課堂教學中學生之間的交流, 在備課和上課

的過程中, 能找出學生容易出錯的地方, 分清

教材的難易。 因此, 在教學中常採用討論的方

法, 讓不同的學生回答不同類型的問題,設計

有層次的問題減輕所學內容的難度。 農村的

老師大部分偏重給學生壓力, 反復練習, 在課

堂上的方法比較單調。 可見, 老師對於一般教

學知識和學科教學法知識的掌握和運用的情

況, 對教師在課堂中所採用的方法有直接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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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教師的一般教學法和學科教學法知識

觀點 課堂內 以高成就學 注意容 提出難 先問低成就 新課重 做錯 除研究教 多給

學生應 生帶動低成 易出錯 易不同 學生再問高 在培養 了罰 材沒甚麼 學生

教師 多交流 就學生 的地方 的問題 成就學生 能力 方法 壓力

B * *

甲 C * *

D *

校 E * *

G *

I *

乙 C *

D * * *

校 E * * *

五. 結論與思考

以上我們對城鄉小學數學教師對待低成

就學生問題的態度和方法, 以及影響教師採

取不同方法的因素做了分析。 從分析的結果

中,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初步的結論。

1. 教師眼裡的高成就學生和低成就學

生並不只從學生的學習成績來考慮的, 而是

從多個角度來看學生的好與差。 並且教師多

把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和作業的情況作為鑑

別學生好與差的重要標準。 對於這一點, 城市

教師和農村教師基本上是相似的。

2. 對產生低成就學生的原因, 教師們

的想法具有多元化的傾向。 認為低成就學生

的產生是由學生自身的水平, 家長的重視程

度、 教師的教育等多方面的影響。而對家庭的

因素尤為看重。 在這個問題上, 城鄉教師之間

存在一些差別。 農村老師更強調家庭因素在

形成低成就學生上的影響, 而城市老師在強

調家庭因素影響的同時, 也認為學校教育的

作用是同樣重要的。 這方面的差別可能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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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教師在教學中對低成就學生採取的方法和

策略。

3. 在對待低成就學生的方法上城鄉

教師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城市教師中有的

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教學內容作適當的調整,

以滿足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 在課內採各種

不同的方法, 使低成就學生盡可能學到更多

的知識。 農村的教師幾乎沒有對教學內容進

行調整的想法。 在課堂內對待低成就學生的

方法比較少, 多採用增加時間、 多給學生課外

輔導以及讓家長監督的方法來對待學生低成

就學生。

4. 對影響教師採取不同方法的因素進

行分析, 我們發現城市教師認為學生應該多

學一點知識, 無論高成就學生還是低成就學

生, 只要有可能都應當多學一點。 農村教師

認為學生掌握書上的內容就可以。 城市教師

認為教材的內容比較簡單,需要增加一些。農

村教師則認為教材內容多而難。 要用更多時

間對學生進行輔導。 城市教師具有一定的教

學法知識, 了解教材內容的難易。 因此, 能夠

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適當的方法。 農村教師

缺少教學法的知識和對所教內容的深入理解。

教學的方法比較單調。 城鄉學校文化方面的

差別也會對教師對待不同學生的方法產生影

響。 城市教師有更多的學習與交流的機會, 他

們可以從積累更多的, 在教學方法的設計上

就有更多的選擇的機會, 也就可能設計和運

用多種方法來解決低成就學生的問題。 而在

農村, 這方面的機會就比較少, 教師所用的方

法也比較單調。

從以上研究結論中, 促使我們思考小學

數學課程實施, 乃至整個義務教育階段課程

實施的一些問題。

1. 教材的內容結構如何適應不同發展

地區和不同水平學生的需要。 現行的大綱和

教材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改革。 但是在具體的

實施過程中, 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這反映在教

材本身仍然缺少彈性, 很難適應不同水平學

生的需要。

2. 教師的教育觀念的更新是一個極待

解決的問題。 義務教育的實施對學校教育提

出新的問題。 如何在學校教育過程中, 使學生

的素質提高。 首要的問題是解決教師的教育

觀。 從以上的研究中發現, 在教育觀念上, 城

市的教師傾向於多教學生一些知識, 認為教

材的難度不夠。 這樣就會導致增加教學的內

容和難度, 使學生的負擔加重。 也使教學的時

間過於緊張。 這樣就會導致增加教學的內容

和難度, 使學生的負擔加重。 也使教學的時間

過於緊張。這當然有社會、 學校和家庭對教師

的影響。 而教師自身的教育觀念的更新是一

個重要的因素。 而農村的老師一方面感到教

材的內容多而難。 另一方面卻對學校和教師

的教育作用認識不足。 認為學生學習不好主

要是學生自身的原因和家庭的因素。 這些教

育觀念的轉變對課程的實施將會產生很大的

影響。

3. 教師的專業水平有待提高, 包括教師

的一般教學法知識和學科教學法知識。 特別

是農村教師對一般教學法和學科教學法的知

識了解較少。 教師在對教材整體內容的把握

上, 對具體的教學內容的分析和理解上, 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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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 對大綱的要求了解不多, 對具體內

容的理解限於表面。 尤其是農村學校的教師。

因而對具體的問題缺少常規的方法和特殊的

方法。 教學中所用的方法比較單調。這些問題

的解決不僅是小學數學課程實施的需要, 相

信對整個義務教育課程的實施也是重要的。

4. 良好的學校文化的建立和改善, 對於

教師專業素養的提高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城

市學校已經具備教師之間學術交流, 以及和

其他學校交流的制度。 初步形成了一種有利

於教師的業務水平提高的文化氛圍。 但對於

現代教育理論的學習、 最新的教育改革理念

的掌握還是不夠的。 在這方面仍需要加強和

改進。 在農村學校更需要建立一種使教師有

更多機會交流的文化環境。 教師可以更多地

了解本校教師, 以及其他學校教師在實際教

學中做法的機會。 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具體課

堂教學方法和課程實施的技能方面得到提高。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進一步提高教師理論

水平。

以上是通過兩個個案的研究, 從一個側

面反映城鄉不同地區教師在課程實施過程中

的表現。 從中可以了解教師如何對待低成就

生的態度和方法。 這對於數學教師認識教學

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以及如何對待這樣的問

題會是有益。 也可以使我們從這個方面認識

數學課程實施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解決的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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