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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当今不少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只停留在表层的机械学习，这种学习不利

于学生找到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费曼学习法是一种提倡学生把知识简化，以教授他人促进自身掌

握知识的学习方法，在数学学习中使用费曼学习法有利于帮助学生从浅层学习向深层学习转化，本文就

费曼学习法的基本步骤、对数学学习的作用、运用策略以及具体如何实施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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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is a subject with strong logic. Nowadays, many students only learn mathematics me-
chanically on the surface, which is not good for students to fi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eynman learning method is a kind of learning method that advocates 
students to simplify knowledge in order to teach others to promote their own mastery of know-
ledge. Using Feynman learning method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beneficial to help students trans-
form from shallow learning to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Feynman learning method’s basic 
steps, its effect on mathematics learning, its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how to impleme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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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其目的主要是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作业负担以及校

外培训负担。为了顺应国家政策的要求，作为教师不得不思考如何做到既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同时又

达到减负的目的。传统的数学作业主要以书面的形式，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

更是在课后让学生利用题海战术，机械地把每个题型的做题步骤背下来从而应付学校的考试，导致学生

在学习中失去了主体性，这种机械的学习方式无疑是浅层的学习，当学生遇到较难的题目时很容易无从

下手，看着已知条件无法感知题目中隐藏的知识点，更无法快速地从大脑中提取已有的认知经验来解决

问题。传统的数学学习方法明显就是为了应付短暂的考试，没有引导学生将知识进行深度处理并将其内

化成自己的智慧或技能。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可以将费曼学习法融入到

数学的学习中。 

2. 费曼学习法 

费曼学习法是由理查德·费曼发明的一种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知识的学习方法。它的核心是：当你

在学习新知识时必须站在讲授者角度去思考如何用清晰、易于理解的语言向别人解释清楚该知识点。此

学习方法大致分为五个步骤：第一，确定学习目标，第二，理解学习对象，第三，讲授所学内容，第四，

回顾与反思，第五，简化与吸收。也就是学生在使用费曼学习法时，要先选择一个知识点，结合自身的

已有经验梳理知识点背后的逻辑，理解透彻之后用自己的语言简洁地讲授知识点，如若不能流畅地讲解，

就说明自己对该知识点理解得还不够透彻，要继续去钻研，查漏补缺之后再一次讲授该知识点，直到用

简洁的语言顺畅地把知识点解释清楚。当自己完全把知识点讲明白之后就能实现对知识的简化并内化成

自己的认知。 

3. 费曼学习法对数学学习的作用 

3.1. 费曼学习法促进数学思维的发展 

数学思维是人脑和数学对象交互作用并按照一般的思维规律认识数学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活动[1]。在

利用费曼学习法进行学习时，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将新接触的数学知识点在大脑中编码成自己的语言，并

用编码好的语言去输出，如若对知识点的本质没有理解透彻，在输出的过程中很容易模棱两可，这时候

就要求讲授者重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知识点和大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学生的数学思维就慢慢地得到

发展。 

3.2. 费曼学习法有助于促进学生进行主动建构 

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记硬背老师和教材所讲的内容，而是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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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建立所学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任何一个数学知识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属于整个知识系统

中的一个“点”，这个“点”与它的母体以及其他“点”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各个“点”在这一

逻辑的组织下就形成一个网状结构[2]。费曼学习法中理解和讲授知识这两个步骤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把新接触的知识与已有的知识建立逻辑联系，比如在学习函数的奇偶性时，学生在梳理的过程中很容

易就联系到前面学习的函数的定义、单调性等知识点，并将奇偶性的相关知识点归纳为函数的一个分支，

随着学习的推进，知识点就可以慢慢形成一个结构。在做综合性题目时，看到“函数”这两个字，学生

脑海里马上就可以定位到函数的模块，很快就可以提取出相关的定义和性质等知识来帮助解题。 

3.3. 费曼学习法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点的记忆 

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Edgar Dale)提出了学习金字塔，学习金字塔表明了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两

周后知识点的留存率。据图 1 可知，学生通过听老师讲的方式进行学习，学习时间过了两周之后，学习

内容的平均留存率只有 5%；而如果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他，两周之后，学习内容的平均留存率为

90%。在传统的数学课堂中，学生主要是以听老师讲授的方式摄入知识，这种方式无疑可以在较短的时

间增加知识储备，但是这种机械性的知识并没有经过大脑的加工，大部分知识只能停留在短时记忆，随

着时间的推移，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学生会慢慢地遗忘，但即使进入长时记忆的那部分知识由于

没有和大脑很好地进行相互作用，遇到涵盖该知识点的数学题，也不利于学生调用大脑里的相关知识进

行答题。通过听讲的方式得到的机械性知识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可以采

用讲授法的同时结合费曼学习法，让学生在课后不断地对知识点进行思考，以输出倒逼输入，最大化地

让学生牢固地掌握更多的知识。 
 

 
Figure 1. Cone of learning 
图 1. 学习金字塔 

4. 教师引导学生在数学上运用费曼学习法的策略 

4.1. 让任务驱动学生学习 

“任务”可以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促使学生自主探究和能动学习，促进学习方法的

转变，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3]。教师在上课之前先告诉学生课后有讲解题目的任务，让任务驱动学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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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听课。只有学生认真跟着老师的步伐走才能更好地领悟知识点的前后逻辑关系，在课堂上高效地领悟

知识，课后才能运筹帷幄地讲解知识点。 

4.2. 分层布置任务 

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经验以及学习能力的不同，同一个班的同学水平也就会参差不齐，针对班级里

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可以分层布置难易不同的题目，对于学习成绩中等以及优秀的学生布置涵盖本节

课重难点知识的比较综合性的题目，让其在准备的过程中把更多的知识形成系统；对于后进生可以布置

知识点比较单一的题目，让其把涵盖这节课重点知识的题目讲清楚就可以。要使每个学生都有收获，都

能得到不同的发展。 

4.3. 分组学习 

如果讲授者是自己给自己讲解，就很容易出现天马行空，想到哪就讲到哪的问题，而且难以察觉自

己逻辑不清的地方。不利于讲授者形成一个清晰的逻辑框架。分组学习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学习方法，讲

授者在面对一群人讲解时，要注意自己的方方面面，必须要考虑清楚应该如何去表达才能让听者醍醐灌

顶并且清晰地了解你所讲授的内容。要达到这种境界，讲授者必须去深剖知识点的本质，促进其主动理

解知识。为了提高学习的效率，可以分四人小组进行，小组成员包括两个成绩比较好的，两个成绩稍微

落后的同学，四人互相讲解，互相帮助，在讲解的过程中，如果觉得讲授者表达不清晰，小组成员可以

向讲授者提出疑问，讲授者对疑惑点再进行解释，如果解释不清楚就说明讲授者理解不够透彻，讲授者

要继续梳理该内容，然后重新讲解，讲授者讲完之后，老师或者小组成员可以适当地给讲授者点评，可

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肯定的点评让讲授者增强对数学学习的信心，否定的点评可以促进讲授者

的反思，引发讲授者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4.4. 给学生展现的机会 

教师可以在课前安排五分钟让学生上讲台讲题，让讲授者在全班人面前当小老师，这样既锻炼学生

的数学表达能力又锻炼学生的胆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讲解完之后对学生的讲解过程进行点评，

对题目所涵盖的知识点进行补充讲解，开阔学生的思维，提升他们的迁移能力。教师在让学生讲解的过

程中既锻炼了学生，也使学生对上节课的内容进行巩固，一举两得。 

4.5. 引导学生尽可能地结合生活实际 

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的，他在日常生活的学习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学生使用费曼学

习法时，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生活建立起联系。数学知识并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存在，它

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4]。如今很多学生对数学的印象是数学在中考高考占的分值很大，秉着学好数学

就更有把握考上心怡学校的片面想法，殊不知数学就来源于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学生联系

实际去讲解知识点，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的眼光。 

5. 以“平行线的性质”为例运用费曼学习法 

在学习平行线的性质之前，学生已经系统地学习了三线八角、平行线的定义以及判定等知识，在本

课题的学习中，学生获得平行线的性质及用平行线的性质判断两角相等的难度不大,但用数学的语言表达

两角相等的理由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5]。因此学生课后对知识点的加工显得尤为重要。以下将阐述

费曼学习法在此课题的运用过程： 
1) 教师在上新课前告知学生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以及本节课的重难点。引起学生对重难点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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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学生本节课的课后任务是要在小组内讲授关于平行线的性质的题目。让学生能够带着任务听课，调

动学生的有意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 教师在课堂引导学生一起探究平行线的三条性质，并且跟平行线的判定进行类比，带领学生建立

以平行线为中心的知识脉络。 
3) 下课前五分钟，让学生跟同桌口述本节课所学的重点知识，让同学对刚学完的知识得到及时的整

理，在脑海里不断地检索知识点。 
4) 布置要讲解的作业。根据学生的水平可以分成两组，成绩较好的为 A 组，成绩稍微落后的为 B

组。A 组同学做第一题，B 组做第二题。 
第一题：如图 2，已知∠GHC + ∠ACB = 180˚，DE//FG，求证∠EDB = ∠HGF 
 

 
Figure 2. The first question 
图 2. 第一题 

 
第二题：如图 3，直线 a//b，∠1 = 54˚，求∠2，∠3，∠4 各是多少度？ 
 

 
Figure 3. The second question 
图 3. 第二题 

 
第一题包含了上一节所学的平行线的判定的知识点，学生要先用平行线的判定定理证明线段 GH 平

行于线段 BC，才能利用平行线的性质证明∠HGF = ∠GFD，再一次运用平行线的性质证明∠EDB = ∠
GFD，经过等量代换得出∠EDB = ∠HGF。本题意在让学生把新学习的平行线的性质与前面学习平行线

判定联系起来，慢慢地把平行线这章的内容形成脉络，在做与平行线相关的综合性题目时能够快速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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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去解题。第二题设计比较简单。意在让学生在讲题的过程中加深对平行线性质的思考，并且将其

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5) 学生课后讲题。课间小组内约定好讲题时间，小组长负责统计组内的讲题情况。老师课间可以去

课室指导正在讲解的小组，通过课间的交流，教师可以很好地了解到学生对本节课的掌握程度，有助于

老师更好地备下一节课。与此同时有利于建立师生的良好关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6) 学生上台展示。下一次数学课课前五分钟以自愿为原则让学生上讲台展示他的讲解过程，要求学

生在讲解的过程中通过分析题目，解释清楚解题所用的知识点以及做题思路。如果学生讲的是第一题，

学生要讲清楚用平行线的哪个定理判定两条直线平行，要证明题干中的两个角相等要用到什么性质，切

忌不能把答案直接念一遍，这样不能达到让学生检索和建构知识体系的目的。如果在台下的同学听得不

太明白，台下的学生可以对其进行提问，台上的学生要对提出的疑问进行解释。台上的学生讲完之后，

教师要及时地对其进行评价，如果学生讲解不够全面，教师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必要的时候老师要亲自

演示一遍。 

6. 总结与展望 

费曼学习法是一种能够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有效学习方法，教师提倡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使

用费曼学习法有助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不仅促进学生主动对所学的知识构建成体系，而且有利于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记忆。为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教师应该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推行费曼学习法，让学生

在不断输出的过程中慢慢找到数学学习的奥妙所在，在班级形成一股爱数学、爱思考数学题、爱讲数学

题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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