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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学中仍有部分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时存在障碍，出现师生交流困难或是无效交流等问题。本文以全

人教育理念为切入点，总结出师生交流存在学生交流意识淡薄、师生交流内容形式单一、交流互动性差

和交流不及时不高效四方面问题，并从教师沟通的方式、教师心态和言行以及学生的心理三方面分析造

成师生交流问题的原因。针对师生数学交流存在的问题，从创设数学交流情境、创新数学交流形式、增

强数学交流互动性和提高数学交流有效性四方面提出了师生数学交流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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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some teachers still have obstacl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students, such 
as difficulties or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problems in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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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eak communication consciousness, unitary communication content, poor interaction 
and untimely and in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eacher-student commu-
nication problems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ers’ communication methods, teachers’ mentality and 
words and deeds, and students’ psychology.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tudent mathe-
matic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teacher-student ma-
thematical communi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Creating the situation of mathematical communica-
tion, innovating the form of mathematical communication, enhancing the interaction of mathe-
ma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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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仍强调个体在知识、技能、认知、情感、创造性和

德性等方面全方位、整体性的发展。这是个体综合素养的体现，这种“全人”的培养要求与全人教育的

理念不谋而合。师生交流是日常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基于全人教育理论及内涵，分析师

生数学交流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探究基于全人教育理念下师生数学交流的有效策略。 

2. 全人教育的内涵 

全人教育思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在 1990 年以隆·米勒为代表的 80 位学者签署了《2000 年的

教育：全人教育的观点》(又称《芝加哥宣言》)，其后作为一种理想教育理念的“全人教育”开始全球传

播并影响世界[1]；日本学者小原国芳在 1921 年把全人教育概括为真、善、美、圣、健、富六方面和谐发

展[2]。其中真、善、美、圣指的是心即德智美的发展，健、富指的是身体素质的发展；我国学者谢安邦，

张东海认为全人教育在于塑造完整而平衡的人格，充分挖掘人的内在潜能，使人在身体、知识、道德、

智力、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以发展[3]；孙明运等多名学者指出，全人教育的主体内涵与我国所倡导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最终追求和最高

目标[4]。 
全人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全人教育的课程观认为课程不应该等同于学科内容或者书本知识，课程被

定义为“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也就要求教师要重视不同学科知识间的联系和融合，以及教授学生知

识的同时要引导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全人教育的评价观反对人的片面发展，主张建立多元化的评价内

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在教育中落实因材施教的原则。 
正如赵瑶等人所说，全人教育就是培养真正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将其应用在教学时，教师要以

学生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关注学生、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全方位了解学生的情感和意志变化，促进学

生的个人发展，从而顺利达成全人目标[5]。 

3. 全人教育理念下师生数学交流的内涵 

数学交流，指的是能用语言来描述数学知识，反映数学思想，使他人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6]。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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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包括数学符号语言、图像、代数语言、自然语言等等。全人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数

学交流作为保证数学教学任务顺利完成的重要环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师生数学交流主要分为课堂数学交流和课后数学交流，其内涵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相互尊重与

平等。师生数学交流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教师应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给予

学生充分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第二，合作与互助。数学交流可以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或团队活动，让学生合作解决问题、分享思路、相互帮助，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能

力；第三，反思与探究。数学交流应促进学生对数学问题的反思与探究。通过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学

生能够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解决方法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升数学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第四，多样

性与包容性。数学交流应鼓励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和解题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和接受不同的解题思

路，理解数学问题有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第五，实践与应用。数学交流可以促进学

生将所学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通过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学生能够发现数学在日常生活和其他

学科中的应用，增强对数学的兴趣和学习动力。 
总之，师生数学交流的内涵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反思探究、多样包容、实践应用的基础

上，促进学生提高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师生数学交流存在的问题 

4.1. 中学生与教师进行数学交流的意识淡薄 

以中学生为例，大部分中学生对数学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认为数学只要会做题即可。这种

思想导致学生的数学思维古板，数学语言表达能力欠缺，很难用数学语言去描述问题。例如在数学课堂

上，当老师提出一个较为复杂的数学题目，要求同学们先自行思考再小组讨论，有问题可以向老师提问。

此时大部分学生会保持沉默，在思考无果后选择继续做自己的事，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努力尝试解答并与

他人探讨，极少有学生会主动向老师提问。这是目前中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即处在“观望”状态，

以被动的形式来处理和教师的数学交流[7]。即使学生有需求，在心中很渴望能与老师交流探讨数学问题，

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退缩。 

4.2. 师生数学交流的形式和内容稍显单一 

数学交流按照时间可以大体分为课堂数学交流和课后数学交流。课堂中部分教师通常采用通篇讲授，

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数学交流形式也仅仅是通过提问和讨论，并且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并没有

太多的拓展和扩充；课后的数学交流方式同样单一，基本上是数学作业，也是交流最频繁的方式。师生

数学交流的内容大多是对近期课堂上学习的总结和巩固，很少有教师会与学生讨论深层次的数学思想和

数学教学建议方面的内容。 

4.3. 师生数学交流缺乏互动性，常常是单向交流 

单向交流是指教师在数学交流中倾向于主导和统治交流。学生不喜欢数学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与任教

老师有关。例如在数学课堂上，当学生提出问题或发表观点时，教师可能会以轻视或不耐烦的态度回应；

在课后学生主动前来与教师谈心时可能会遭到嘲笑或拒绝。教学本就是一个师生合作共同参与多种信息

交流的过程。很多教师在与学生的交流上缺乏尊重，没有创建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的平台，不能以一个平

等的态度去看待学生，认为学生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都不正确，直接否定学生的观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会封闭内心，导致数学交流变得越来越无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86


王泓，杨乔顺 
 

 

DOI: 10.12677/ae.2023.13101186 7638 教育进展 
 

4.4. 师生数学交流不及时，且时间非常有限 

师生数学交流往往会出现交流不及时不充分的问题。在数学课堂上，由于教师要以教授知识为主，

数学交流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进行；而在课后，由于中学生的学业越来越繁重，而教师每天辗转于各个

班级授课，除去开会调研，剩余的自由时间也是非常少，师生共同拥有的数学交流时间非常短，师生数

学交流也就变得非常不及时，有时一个问题能够拖很久都没有解决；或是学生排队来找老师，由于时间

问题老师无法兼顾所有学生。 

5. 造成师生数学交流问题的成因 

5.1. 教师沟通方式不当 

一部分教师由于对数学知识掌握欠佳，在课堂上使用了复杂的语言、缺乏具体的示例或图示，导致

学生难以理解；或是教师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学生提问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些教师尽管

很想与学生进行深入有效的交流，但由于缺乏谈话艺术和技巧，无法营造和谐平等的师生数学交流氛围，

导致学生不敢对教师袒露心声。另外一部分教师与学生只谈数学、谈作业、谈成绩，交流单一，教师对

学生缺乏全面了解，导致师生数学交流出现问题。 

5.2. 教师心态和言行不妥 

不少教师心态仍处在之前的传统教育中，认为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处在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将自己

的想法强加给学生，无法做到平等的对待学生，在与学生的交流中，经常把握交流的主导权，甚至有一

些教师会对学生恶语相向。不同的学生存在学习风格和能力方面的差异，有些教师未能根据学生的个体

差异进行差异化的教学，无法将每一个学生视作可以成功的人。 

5.3. 学生的心理问题 

有的学生由于性格内向，不愿意与老师主动交流；有些学生由于自己的数学成绩不好害怕与老师交

流，觉得老师会批评自己；还有学生觉得数学只需要学好知识做好题即可，不需要与老师交流。这些原

因使得学生在与老师进行数学交流时存在障碍。另外大部分中学生处在青春期，心理敏感且情绪不定，

会有仇视老师，封闭内心的行为出现。 

6. 全人教育理念下师生数学交流有效策略探究 

6.1. 创设数学交流的情境，培养学生数学交流意识 

教师应当给学生创设能够进行数学交流的情境，建立数学与语言之间的联系。数学交流的情景包括： 
创设良好的交流氛围。良好的交流氛围指的是师生双方都倾向于数学交流的氛围。例如在教授“一

元二次方程”这一章内容时，由于一元二次方程涉及到复杂的求解过程和变量运算，对很多九年级的学

生来说是一个难点，此时教师就可以首先提出一个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有一块矩形铁皮，长，宽，在

它的四角各切去一个同样的正方形，然后将凸出部分折起，就可以制作一个无盖方盒，如果想要制作的

方盒底面积为，那么铁皮各角应切去多大的正方形？”。鼓励学生分组讨论，画图思考能否用我们学习

过的知识列出方程来解决。老师走到每个小组中与同学们交流，引导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提出问题，

此时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就建立完成。学生进入情境中被数学内容所吸引，很快的提起兴趣参与数学交

流中，获得收获和体会。 
采取问题式教学。在数学教学中，最关键的就是解决问题。选取课堂上学生最容易混淆、最难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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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知识点提出问题。例如在教授学生认识二元一次方程时，学生很容易把二元一次方程定义中“含有

未知数项的次数是 1”混淆为“未知数的次数是 1”。此时就适合采用问题式教学，给出一系列的方程让

学生判断是否是二元一次方程，学生可组成学习小组尝试总结出判断二元一次方程的方法，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逐步深入掌握二元一次方程的定义，同时还大大发展了数学交流能力。 
构建开放的数学教学模式。教学是师生双方互动交往的过程，开放的教学是指教师教的开放和学生

学的开放。开放式教学要求学生尽可能多的参与到课程的创设中来，和其他学生相互交流，倾听别人的

想法[8]。例如在学习平面几何时，可以让学生自行设计、绘制并测量各种形状，通过观察和实践，他们

可以自己发现平行线、垂直线等概念。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合作探究，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

和合作能力。 

6.2. 创新数学交流形式，拓展数学交流内容 

全人教育的课程观反对将课程等同于学科内容和教学题材，课程被定义为“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

课程内容要求面向学生的家庭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教育场所不只局限于学校，也应包括家

庭、社区和世界，在“大教室观”里，每个人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 
在课堂上，改变课堂方式，利用翻转课堂或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形式，让学生反客为主。但目前这

种课堂形式并没有普遍的运用在中学数学课堂中，原因主要有：① 学生在课前并没有观看本节课知识点

讲解视频或是没有认真准备，并不知道如何像教师那样一步步的呈现知识的结构；② 学生本身兴趣不高。

因此教师要在上课的前一天告知同学们第二天要学习的课程内容，可以提前录制教学短片让学生自行观

看学习，设置奖励制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创建和谐平等的交流环境，在学生上台讲授时与学生及时交

流，同时也邀请座位上的学生积极互动。另外对于中低年级学生，可加设实践课程，带领学生走进大自

然，开展劳动活动，在劳动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作为自然学科的魅力。 
在课后，可以利用数学日记的形式加强师生间的交流。数学日记将语文的记叙模式纳入数学学习中，

让那些喜欢语文不喜欢数学的同学潜移默化的受到感染，对数学产生兴趣，也可以帮助数学基础薄弱的

学生巩固加强数学知识。通过数学日记这个中介，一劳多得，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让他们感受到

数学并不全是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也拓宽了师生交流的渠道，使得教师能够从多方面了解学生，方便

教师因材施教。 

6.3. 建立平等交流观，增强师生数学交流互动性 

全人教育的评价观反对人的片面发展，主张建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多元化的评价内

容。因此教师要把每位学生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是有前途的，因此需要正确引导每位学生。全人教育

的教师观要求教师必须是具备综合素质的全人教师，不仅能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怀学生，还要树

立全人教育理念，认识到促进学生完整发展的重要性，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诉求。 
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尽量克服满堂灌的情况，可以采用：① 小组讨论：将学生分成小组，给予一个

具体的数学问题或挑战，让他们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和合作。例如，在几何学习中，可以给学生一个复杂

的图形，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讨论和提出几何性质，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法。② 教师引导学生：教师可以起

到引导和促进学生思维的作用。通过提问和引导，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欲望，帮助他们建立正确

的数学观念和解题方法。例如，在方程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方程的解法，并引导他

们逐步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③ 角色扮演活动：设计一些角色扮演的数学活动，让学生通过模拟实际情

境来运用数学知识。例如，在学习钱币这种实际生活数学时，可以让学生扮演投资者、银行家等角色，

通过计算和分析来做出决策，从而增强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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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教师要注意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允许学生在数学思想和方法上与自己有不同的见解，并且

积极的鼓励学生主动与自己交流，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组织一些数学课外活动，例如趣味数学比赛、

简单的数学建模等等，尽量多为学生创设交流合作的机会，让每位学生都能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数

学，在数学活动中内化数学语言，并学会与他人进行数学交流。 

6.4. 把握良好的数学交流时机，提高数学交流有效性 

对于师生数学交流不及时且时间非常有限的问题，由于时间无法改变，因此提高师生数学交流的效

率就变得很有必要。教师要善于把握与学生数学交流的良好时机，提高师生交流的有效性。 
在和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数学交流时，教师要多运用启发和点播的手段。在学生舍本逐末、急功近

利的时候及时用言语启发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学交流重在对于时机和分寸的把握。 
在和成绩较差或者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进行交流时，教师要注意营造和谐的交流氛围，帮助学生巩

固基础。这部分学生由于数学较差，可能面对教师会产生畏惧和紧张感，因此教师在与其进行交流时，

首先要给学生营造一个和谐，轻松的谈话氛围，为学生建立安全的心理环境，保证数学交流正常进行。

同时这部分学生的理解速度和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故教师在谈话时要抓住一切时机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

知识。 
关于数学建议和意见方面的交流对于师生来说是必须的。就是可以定期在班级组织调查。① 在刚开

学的时候，可以让学生以匿名书信的形式写出自己对数学这门学科的期望，以及对教师的看法。② 在学

期中的时候，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现阶段的数学学习状态以及对教师的意见和建议。③ 在学期

末的时候，可以让学生上交反思报告，来总结本学期数学学习的收获与不足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一系

列做法，既有利于师生之间对于教学意见的沟通，又有利于教师本人职业素养的提高，使得数学教学取

得最大的成效。 

7. 结语 

中学数学教学中师生数学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直接影响着数学教学的效果。本文简要针对师

生数学交流的现状做出了一些理性探索，在全人教育理念下提出了一些师生数学交流的有效性策略。不

足之处是思考不够全面，有些理论尚且缺乏实践检验。在以后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中还会继续探索，争取

为我们的数学教育教学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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