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萌发小学生辩证思维的初步尝试※ 

中国喇 谎 心理研究所 张梅玲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态。从个体 

发展来看，形象思维、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也是 

儿童和青少年思维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一种新 

的心理过程或心理特征，一方面，它们都不是一 

转瞬间就骤然产生的，在产生之前，就已经逐渐 

有萌芽形式的孕育过程；另一方面，心理过程或 

心理特征在形成以后，也不是就静止了，而是会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个体心理过程的这种发生 

发展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教育包括启蒙教育、 

基础教育和发展提高的教育。辩证逻辑思维的 

概念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属 性 的 反 映 ，它 

要求以运动、变化、发展以及相互联系的思想 

去处理这一思维形式中的具体问题。有无必要 

注意小学生辩证思维的萌发，也就是有目的地 

给小学生—些辩证思维的启蒙教育呢?小学生 

是否可能萌发辩证思维呢?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如何萌发学生的辩证思维?这些问题均有待于 

探索，并在实践中得到启示。 

一

、 必要和可能 

今天的小学生是明天祖国建设 的生 力军。 

21世纪，中国在世界性的人才战、智力战中是 

否能取胜，这直接与中国当代人的素质有关，也 

就是说与今天如何培养我们的小学生有关。当 

代创造型人才需要专而博的基础知识结构。根 

据这一结构的要求，有关专家认为，这种人才必 

须具备三方面的基础，即哲学的指导、语言的修 

养和数学的 训练。这里说的哲学指导，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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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指当代人所需要的哲理 

性的头脑——方法论和世界观。所以辩}正思维 

的培养是2l世纪创造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项艰 

巨工程。美国芝加哥哲学研究所所长艾德勒和 

日本佐藤三郎在 《教育改革宣言》中提出，80年 

代以后， l2年的基础教育 课 程 结构 的 模 型 

必须有以下三根支柱：1．系统科学知识的掌握 

(语言，文学、美术、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 

社会科学等)；2．智力技能 (从事学习的基本技 

能，如使用语言的能力，运用计算器，计算机的 

能力等)的培养；3．理解力、洞察力、鉴赏力的扩 

大和提高(通过一系列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1984年 lO月在日内瓦 举 行 

的第 39届国际教育会议认为，进行适当的科学 

技术启蒙教育是初等教育革新过程的至关重要 

的内容之一。各国在科学技术启蒙教育中都着 

力发展儿童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例如，法 

国在小学中设置了一门称为 “启发活动”的课 

程；又如捷克斯洛伐克新的数学教材，从二年级 

起就开始学习简单的数集概念，以启发学生思 

考，使他们掌握比较的方法，具有整体观念。苏 

联教育家认为，新的 大纲不仅包括各种知识，而 

且还包括认知的方法和智力活动 的 合理方式。 

1974年，美国蒙特克莱国立大学成立了儿童哲 

学启蒙研究所，由该校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们 

根据儿童的特点编著一些儿童哲学小说，并在 
一 些小学校里进行了儿童哲学启蒙 教 学 的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如果以儿童所熟悉的与儿 

童生活有联系的生动事例为内容，用哲学来帮 

※ 本文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现代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实验写成的。该实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取得了初步的成 

绩。作者从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数学本身的特点和当代小学生的一些心理特征等几方面，对实验的指导思想——萌发小学生辩 

证思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论证，同时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重论述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进行辩证思维启蒙教育的具体 

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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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儿童变得砭善于思考，是能够敝刘的。几奄銎 
过哲学的启蒙教育，语文景j教学的学习成绩虬 

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这些儿童哲学小说能促 

使儿童的思维变得更加敏锐，使他们说话更有 

逻辑性。著名科学家钱 森教授在1986年写的 

题为 《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也指 出： 

“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 界的事物。”总之，培养 

创造性人才的要求和小学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肩 

蒙性，基础性、工具性等特点，决定了探索如何 

豌发儿童辩征思维的必要性。 

数学是人们在实践中研究有关数 形问题 

时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它是与数量关系和 

问关系这种“事物结构”相应的结构系统。客观 

世界是相互联系，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它本 

身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着。作为研究客观世 

界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数学，也必然反 

映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所以数学本身充满着 

辩证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沟通知识， 

使他们认识事物的普遍联系的性质。小学数学 

知识之间总是以各种关系连结着，象链条一样， 

加与减，乘与除、约数与倍数、开方与乘方既互 

相矛盾，又统一于逆运算关系之中。通过认识 

几何图形的发展变化规律，整戮、分数、小数之 

间的互化，让学生在动态的学习过程中认识事 

物的发展变化。通过加、减法中的加数与和及被 

减数，减数和差，乘、除法中的因数和积以及被 

除数．除数和商三个量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给予 

小学生辩证思维的启蒙教育。例如，在我们《现 

代小学数学》 实验教材中编排了这样一些题： 

1+2= 10～ 5= 

2+2— 10— 4= 

8+2— 10— 3— 

4+2=== 10-- 2。 

5十2一 lO— l：=： 

8—3一( )峥3+( )=8 

9—5：=：( )峥5+( )=9 

l2—2=( ) 2十( )=12 

17—4=( ) 4+( )=17 

19—7=( ) 7+( )=19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能正确、迅速地进行计算， 

而且要求他们寻找规律，发现关系。这样使学 

生既进行了计算，又发展了自己的智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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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之问的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仅 

是有意识地揭示并强调这些关系而已。引导学 

生自己悟出这些道理，贝《可使学生真切地感受 

到世界上的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在小学 

数学中，应用题占有相当的比洌。最荩本的应 

用题 少要 两个条件和～‘个问题，而条件和 

问题址问处于一道应 用题 ~p-；i-f=互相依存和互相 

制约的，条件变了，或是问题变了，解答方法也 

要改变； 一定的条件下，条件和问题又可以转 

化。教帅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观察题情，审视各因 

素之间的关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分析和解决 

问题。数学知识常常既具有一般规律又存在某 

种特殊情况。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比较分析 

中认识事物的普遮性与特殊性。如求两个数的 

最大公约数(或最小公倍数)，既有取全部公有 

质因数相乘积的一般方法，又有“整除”与 “互 

质”两种特例的求法。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帮助 

学生从感性上意会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 

中，事物的特殊性又离不开普遍性这一辩证原 

理。从整数到分数的知识内容，实质上是在以 

“1”为基础标准的前提下，积“1”为整数，分 “1” 

为分数，从整数到分数，再到小数、百分数的知 

识内容。这个过程从认识上讲，是从特殊到一 

般再到特殊的过程，其间又存在着多种转换关 

系。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数学知识都是小学生学 

习的数学内容，这些知识本身充满着辩证因素， 

是小学数学教学可以萌发学生的辩证思维的前 

提。加之 8O年代的儿童见识广，思路宽，而且这 
一 年龄阶段的儿童又具有好奇、好胜、好强，好 

表现等心理特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教 

师善于启发，引导、小学生是可以在辩证思维方 

面受到启蒙教育的。 

=，初步设想 

认知心理学派认为，学习是认识结构的组 

织与重新组织。他们既强调已有知识经验即原 

有认知结构的作用，也强调教材本身的知识结 

构。根据这样一个原理，要达到使小学生通过 

数学学习受到辩证思维的启蒙教育，我们在实 

验教材的编写上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小学数学》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现代小 

学数学》实验协作组领导小组编写的实验教材，主编刘静和， 

副主编张孝天． 



 

(一)注意发掘知识内在的辩证因素 

近十年来我们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各项实验 

结果表明，揭示认识对象的内在规律有利于主 

体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本源是外在的物质 

世界。物质世界有其内在规律。我们揭示这些 

规律的某一方面——以“1”为基础标准来揭示 

数和数学中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有助于儿童 

辩证思维的萌发。在教材编写中，我们一开始讲 

‘‘1”，就初步揭示单个“l”和群体“1”的关系，让 

小学生在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初步懂得多中 

有“I 、 1”中有多达个辩证的概念。在加、减的 

计算上，我们既不是马上抓计算，也不是让学生 

同时进行认数和计算，而是首先以部分和整体 

关系为主线抓好学生的认数。我们认为，计算不 

仅是一种技能，而且包含着对数和数量关系的 

理解。学生如果只会根据记住了的计算顺序操 

作，而不能对数量关系进行函数思考和可逆思 

考，就不能算有了真正的计算能力。所以，对 。 

任何一个自然数，我们首先把它放在相邻数的 

关系中来让学生认识。O一9的数是一次呈现出 ． 

来的，以便学生初步懂得数与数之间的递增和 

递减 1的关系，并明白任何一个数加上 1便得 

出比它大 1的数。其次，我们在数的分解和组 

成中加强了函数思考和可逆性思考的训练。如 

有这样一道题：哪两个数合起来是 9，你是怎样 

想的?(见图一)这道题不仅要求学生正确地在 

图一(见第一册，第24页)图二(见第一册，22页) 

空格内填数，而且要求他们讲出自己的思考过 

程，懂得当一个数 (正整数)被分为两个部分 

时，被分的两个部分的若干组合存在着可逆和 

互补的关系。最后主要是通过数的分解使学生 

初步懂得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简单的 相 对 性关 

系，即当乙数作为甲数的被分的数时，它作为甲 

数的部分而存在，但当乙数本身分为若干小部 

分时，乙数又作为整体而存在。如 9可以作为 
一

个整体而分为 7和 2两个部分，7又可以作为 

整体，再分为 3和 4，7这个数就有其双重性(既 

作为9的部分，又作为3和4的整体，见图=)。 

在四贝Ⅱ运算及其相应的应用题方面，教材始终 

以整体可以分为相等和不相等的两个或若干部 

分，来揭示数学中相等和不相等的数量关系；另 
一

方面，加减和乘除都是以其内在联系整体呈 

现，并加强这种体现和加深理解这种内在联系 

的练习。如：根据三七二十一这样一句乘法口 

诀， 写出3×7=21、 7×3=21， 21÷3=7、 

2i÷7，=3四道乘除算式。又如：△÷5--口、 

口X0=28、o=7、△=( )(见第三册第64 

页)。总之，教材中通过有意识地揭示整体与部 

分之间分合关系、互补关系、可逆关系、相对关 

系、补偿关系，并进行一定的练习，来促进儿童 

辩证思维的萌发。 

(二)偿试安排十对矛盾来揭示数学 知 识 

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到：连初等数学 

也充满矛盾。这就是说，既使在小学数学知识 

里，也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 

喀现代小学数学》实验教材按照每一册的主 

要内容，安排一对有关的矛盾，以作知识的联系 

点和给小学生以辩证思维的启蒙。这十对矛盾 

分别为：一与多、合与分、相等与不相等、分解与 

组合、变与不变、准确与近似、平行与不平行、有 

限与无限、具体与抽象、常量与变量。例如：第 
一 册安排了“1与多”，教材是从个体与群体，数 

和量两方面的结合分两个层次进行的。第一层 

次是 l一3单元，个体为1，群体为计量单位(个、 

盘，箧等)；第二层次是 4～6单元，个体仍为 1， 

群体为计数单位(个、十、百)。从知识上讲，“1 

与多”是安排在 O一9的加法和减法之后，这样 

1与多”也可以成为前面所学知识的一个概括， 

使学生认识到 1是计数的基本单位，2，3．．⋯·9 

都是积 1而成的，这就为建立自然数的概念打 

下了基础。5个苹果放在一盘中，可以 说一盘 

苹果，这又初步体现了“l与多”是相对的。在学 

习乘法时，被乘数是相同的加数，也可以看成 1 

份数，有几个这样的相同的加数就有这样的几 

份。第=册安排了“合与分”，这是客观现实中 

存在的最普遍的数学现象。教材中有图形的合 

与分，也有数的合与分。教材的 l一7单元是不 

等部分的合与分，讲加减法；8一王4单元是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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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合与分，讲乘除法。不管是哪种情况的 

合与分都是部分与整体(或总数)发生关系，抓 

住这种关系也就突出了知识的辩证性。加、减、 

乘、除的四则运算，都是建立在“合”与“分”的 

思想基础上，而且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如 

加数与和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正如数学里 

“和”的变化那样，加数增加或减少几，和也随着 

增加或减少同一个数；如果一个加数增加几，另 
一 个加数减少同一个数，则和不变。我们还可 

以利用这种“合”与“分”的相依性和制约性，对 

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如用加法来验算减法，用乘 

法来验算除法)。“合”与“分”(整体与部分)还 

具有相对性。小学生对部分与整体相对性的认 

识不仅有利于萌发辩证思维，而且对数学知识 

的学习也很重要。例如，约数和倍数就是相对 

而言的。我们说3是 1'2的约数，挖 是 3的倍 

数，但不能说 3是约数、12是倍数。在解应用题 

中对相对性的认识也很重要。例如，一本书共 
1 

120页，第一天看了全书的÷，第二天看了余下 
1 

的÷，还剩几页未看?这里第一天看后余下的页 
二 

数，相对于全书页数来说是一个部分，而对第二 

天看的页数来说．它又是一个整体。在教学中 

抓住了“合与分”的这种互相依存、相互制约及 

其相对性等思想，也就是对小学生辩证思维的 
一 种启蒙性教育。第三册安排了 “相等与不相 

等”。对小学数学来讲，其数量关系就是相等和 

不等。“相等”与“不相等”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 

性表现为客观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因为在 

比较两个事物的相等与不相等的过程中，必须 

使它们化作共同的尺度才能相比较。相等是相 

对的、有条件的，不等是绝对的，不等中有相等 

的部分，相等中有不等的成分，二者是可变的，是 

比较而存在的。在第三册教材中从长短、大小， 

轻重三个方面对量与数进行比较，1—4 和，7、8 

两单元主要是比差；3、5和 1o、11蝉 元主要 是 

比倍，不管比差或是比倍，都要确定标准，比差 

中的标准是同样多，此倍中的标准是一倍数。第 

四册安排的“分解与组合 是在第二册数与形的 

合与分”的基础上增加了 “式与应用题的合与 

分”。数、形、式、应用题的分解与组合，都是研 

究“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学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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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位数乘多位数、一位数除 

多位数的法则，并有利于掌握两步计算应用题 

的结构和解答。第五册安排的“变与不变”，是 

第三册“相等与不等”的发展。如果说 “相等与 

不等”是静态研究数、形、式量的大小关系较多 

的话，那么“变与不变”则主要是从动态研究其 

大小关系。“变与不变”在整个数学领域是极为 

普遍、极为丰富的。在教材中，通过积与商的变 

化，图形的变化使学生感性地认识到变中有不 

变，不变‘中有变；变是绝对韵、无条件的，不变是 

相对的，有条件的。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也有 

助干促进小学生函数思考能力的发展。第六册 

安排了“有限与无限 。“无限”是“有限”的发展， 

“有限”包含于“无限”之中，这两者是既互相排 

斥又互相关联的对立统一。在第六册中安排这 

节内容，对学生理解 自然数列的概念有重要作 

用，用有限和无限的概念看用 “万”或“亿”作 

单位的数，就能有深一层的理解，对以后学习小 

数、分数也有帮助。 一 

(三)注意寓教法于教材 

1．让小学生在操作中悟 出道理 

从一年级开始就比较强调让小学生在操作 

中学习，即在小学生分一分、摆一摆、合一合中 

想一想、算一算。这样既符合小学生好动、好 

奇、好表现的特点，又能通过丰富的感性认识悟 

出抽象的数学概念。 

2．让学生在比较中进行学习 

比较是一种基本的思维过程。它是概括和 

抽象的必要前提。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比较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让学生通过对数与 

数、形与形之间的比较，更好地萌发辩证思维， 

教材不仅同时成对地呈现大与小、长与短、高与 

矮、多与少等两个量，使学生通过比较知道甲 

比乙多，同时也知道乙比甲少；而且还注重让 

学生在三个量之间进行比较，让学生知道三个 

量比较中，中间量是大还是小，决定于和谁比。 

在新知识教学中，注意通过新旧知识的比较让 

学生尽量自己领悟新的知识，这可以使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如在多位数加 
／ 1 o 

法的教学中，我们只通过这样二道题(-L9一a8 7 
＼ ’ ： ：=： 

r 1 0 

4-9 ；见第三册第89页)的比较就能使学生更 



清楚进位的含意。 

3．注意转换性的训练 

客观事物是处在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之 

中的。在数学中，数与数，数与形，形与形之间 

存在着相互之间盼转换。在教学中有意识地揭 

示这种转换，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有利于萌发儿 

童的辩证思维。教材编写中在学生学习数的分 

解组成和加减法运算时，注意了数的部分和整 

体之间的转换关系。应用题教学通过编题、补 

充条件或问题，改变问题和条件、扩题和缩题等 

多种方式多层次的训练，可以促进学生对应用 

题结构的理解及解题能力的提高；而且通过学 

生对问题和条件之间依存关系的理解，还有助 

于学生理解应用题中问题和 条件 之间的‘辩证 

关系。数与形之间也可以互相转换，例如第三 

册 118页有这样一道题： 

图形是相同个数的 可用乘法算式 

升口 口： 
牛 2 2× ／X8 

图三(见第二册，118页) 

在这种形，数的互相转换中，可以感性地领悟出 

二个因数之间的补偿关系。 

4．重视知识的发生过程 

学生在知识的学习中，只有懂得了结论的 

推导过程，知识的发生过程，才能更全面地把握 

知识徊灵活应用知识。实验教材比较注意通过 

新旧知识的联系，使学生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 

尽可能明白为什么。例如第三册教材中多位数 

进位加法一单元，新知的引进就是利用旧知的 

正迁移，即把一个多位数作为整体，拆成二个部 

分，把二个部分分别相加(学生已知的)。然后再 

合成整体相加，并让学生在算一算的基础上想 
一 想：哪个数位上的数相加满十 百位上的数相 

加满十向哪个数位进 l? 

三、初步启示 

《现代小学数学》在全国范围内面上的扩大 

试验已进行了三个年头。这期间在系统数学实 

验的同时，我们结合课堂教学实验进行了三次 

“临床 测查。测查主要是在小学生可逆性，相 

对性、关联性思维方面采用书面答卷、口头问答 

及学生操作的形式来进行。为了探索教学是否 

促进了发展，在对比性测查的同时应用横断法 

对不同年龄组进行测查。 

现例举部分测查结果如下： 

测查题 

图四：1986年数推理能力测查 

图四、表1是 1986年、1987年二个年度的 

不同年龄阶段在数推理方面测查的结果。 

测查题： 

在下面各行的( )内填上适当的数 

(1)1，3，( )，7，9 

(2)2，4，7，11，( ) 一 

(3)3，6，12，( )，48 

(4)64，32，16，8，( ) 

(5)4，9，16，( )，36 

从图四和表 1可以初步 看 到，在 1986年 

和 1987年不同类型的数的推 理能力的测 查 

上，实验班的成绩优于同年级对比班，而且还优 

于高一年级的班。从表 1的六个测查题的总成 

绩来看，二年级实验班在这方面的能力不仅超 

过非实验的三年级班，而且还超过四年级，这说 

明实验教材在数学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数与数 

关系的训练，注意找数与数之间规律的练习，则 

能促进小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发展。这也体现了 

教学要主动地促进发展邀一现代教学观。 

表 2是 198 在甲、乙二组二，三，四年 

级测查识别和灵活应用应用题数量关系及可逆 

性思维能力的结果。 

从表 2可以初步看到，在原型的应用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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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 l：l987年度甲乙两组数的推理 ％力测蛮结粱 

～  

结暴 芷确
解题人数 

赶  

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镪
岛

— —

～＼ 一 ＼  (实验班) (实验班) (对比斑) (对比班) 

甲组 70．6 97．2 62 68．6 

1，2，4．7，口，16 _ } 
乙组 97 1OO 18 3D 

甲组 r 52
． 9 94．4 56 68．6 

15，̈ ，12，9，5，口 
乙组 95 91 l5 30 

找 甲组 27．5 77．8 48 51 
7，2，5，2，3，2，口，口 

乙组 81 91 15 35 

规 
甲组 2S．5 77．8 52 60．8 

四 lO，7，11，8，12，9，口，口 
律 乙组 84 94 21 30 

填 甲组 6．9 33．3 32 17．6 

五 

空 乙组 76 82 9 16 

甲组 30．6 4 9．8 

，、 

乙组 27 47 16 

各斑总平均 53．5 76．3 27．7 36．6 

表 2：1987年度甲乙两组应用题测查结果 

～  二年级(实验班) 三年级(实验班) 三年级(对比班) 四年级(对比班) 

廖 ～＼  ＼  
目 ～—～ ： 日 乙 甲 乙 甲 乙 E玎 乙 

原 题 有24棵梨树，8棵桃树，梨树的操数 
是桃树的几倍f 58．8 54 97．2 lOO 84 97 96．1 lO0 

请把上题的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把 
改变题 其巾一个条件作为问题，改编成一 7．8 22 88．9 94 40 4l 72．5 62 

道应用题 

原 题 有2O个自皮球，红皮球比自皮球多 56
． 9 73 83．3 91 80 68 92．2 89 5个

，红，自皮球一共多少个r 

请把上艇的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把 
改变题 其中一个条件作为问题，改编成一 3．O 3 22．2 d7 1O 15．7 ll 

道应用题 

面甲组的成绩随年级的上升而提高，乙组三年 

级实验班的成绩接近四年级普通班或略高，这 

说明实验班学生在解应用题能力方面是能达到 

大纲要求的。我们从改变问题和条 编题的能 

力上看，不论那个年级实验班和对比班的成绩 

差异都是明显的。如第一题，改编题的成绩，甲 

组三年级，实验班为 88．9，对比班为 4O(相差 

48．9)；而原型题的成绩，甲组三年级，实验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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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对比班为 84(相差 13．2)，乙组三年级，实 

验班为 100，对比班为 94，乙组四年级为100，几 

乎无差异；但在改编题成绩上，乙组三年级，实 

验班为 94，对比班为 41，乙组四年级为 62(三 

年级实验班与三年级对比班相差 53，与四年级 

对比班相差 32)。 这种把原题的问题和条件对 

换来编题，不仅要求学生对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很清楚，而且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可 逆思 考能 



力。看来实验班通过近三年的训练，在可逆思 

考问题的能力上确实比普通班强。在 1984年、 

l粥5年我们用立方体积木让学生拼图形，从 

解题策略来看可以分为感知水平， 概念水平、 

互逆水平，实验班有53％的学生采用互逆交换 

的办法，而对比(1)组只有 23 的学生采用此 

策略，对比(2)组仅有 6％的学生采用。1988年 

3月我们用同样操作题又在北京的三年级实验 

班上进行第二次验证性测查，初步看来其结果 

和前二年测查结果一致。 

。 

袭3． =个班测查结果比较 
， 

使两边三个数相加的和都是9。 ^ ^ ：魑 
“ l 

．  

＼ 结 懿 略 

窈
＼  轺 傲对人数％ 

别 ＼  取中问数(％) 一次尝试的(％) 多次尝试的(％) 

实验班C38人) 85 61 13 l1 

对比斑(48人) 59 27 13 19 

寝 4．学生操作个案 

操 

冬泰冬 ， 作 过 程 
j 语 很快拿 6故人顶 又换 1个 4放人 又换个一 2放人 随便按顺序放1

． 又任意拿 4放入 又换一个 8放在上 
亩 头上的圆豳，又 顶上豳内，简样 领上的豳 豳 内， 2．3，嘴虽说：“不 顶上圆圈，又拿 面，再在右边放5 

拿了 3和1．并高 “4十3+2-9”． 在右边放人 3和 对．不对”。 8和 1放 上 说： 爿2Ⅱl，说：“这是9 ， 

部 
兴地说：“$-b3+ 但说：。又不对 。 4，说：。这边又不 。嗨。又不行。 再看一下桌子上的 
1—9”，但一看剩 是”(有 点不耐 2和4，说：“这也 

表 下 2与 4，就 说 烦了)。 ’ 是9 ．于是把2和 
现 “逸不辱乎 9旖” 4教人。 

袭3是1986年的一道操作题的测查结果。 

从表3看出实验班有85 的学生做对，对 

比班为59％ 要做对此题不算特别难，主要是通 

过衡量学生所选用的策略来测查学生的水平。 

实验班有6l％学生采用先取中间数3放入中 

间的公共圆圈中，边摆边说：。中间数放这里，这 

边 1、5，那边 2、4，这 2比1多1，那4比5少 1， 

=边相加的和都是 9 。而同年级的对比班，只 

有27％ 能应用这种策略。不少学生一般要作 

r多次尝试，他们多数是先从一边考虑，等碰到困 

难再作调整。表 4是一位学生的操作和语言记 

录。 

1987年度测查的一道操作题中有这样一道 

小题：主试用跳棋子摆成每 4个一行 共二 行 

＼

O

o0

00

o0

0~尸 要求学生设法使相等的=行之间相差 

2。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中，实验班学 生 有 

97％在一行中添上 2个，100％学生从一行中拿 

走 2个，有 54％的学生从一行中移动一个到另 
一 行。小学生能从一行的绝对加和减到二行之 

间相对的加减是思维发展上一个跃进。同一个 

题对比班有 81．8 的学生在一行 上加 2个， 

72．7 的学生在一行中减2个，能采用移动办法 

的只占3D％(和实验班相差24％)。从这种题的 

操作策略来看实验班学生在思维上既能从=行 

的关系出发，又能运用可逆性思维 (加一减一 

相差 2；数量相等的二行，这一行减一同时意味 

着另一行加一)。因此解题策略水平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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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这些实验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到，教 

学工作中只要合理地建构知识结构，就能较好 

地塑造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使学生在解答相 

应的数学问题时能选用较好的策略。 

《现代小学数学》实验教材以“1”为基础标 

准，以揭示数与数学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为主 

线，有意识地以十对对立统一矛盾来揭示数学 

知识的内在的辩证关系。这样是能促进小学生 

辩证思维的萌发的。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方面 

有意识的建构知识结构，另一 方面通过出声思 

维、学生操作、书面答卷等方法来推测学生认 

知结构的特点，从而探索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 

的关系，知识结构、认知结构与解决问题的关 

系，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从系统教学实验和 

“临床”测查结合的角度上看这也是理论联系实 

际的较好途径。 

我们提萌发小学生韵辩证思维，是从心理 

的发生发展的角度，从数学知识本身存在着辩 

证 的 成 分 及 21世 纪 人才的需要出发的，这 

并不意味着小学数学是以萌发小学生辩证思维 

为主的。对小学生来说，主要还是通过数学学 

习培养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既然数学知识本 

身存在辩证的因素，有目的地揭示这些辩证因 

素，让小学生通过数学学习，在培养初步的逻辑 

思维能力的同时增加辩证思维的能力，让我们 

的小学生变得更聪明一点，是能促进人才素质 

的提高的。在数学教学中如何更好地萌发小学 

生的辩证思维呢? 

首先，要树立整体观念。这十对矛盾分别 

编排在十册教材中，并不意味着一对矛盾就仅 

仅和一册教材的主要内容有关，它和其它内容 

的学习也有关。如“1与多”安排在第一册，从 

“l”作为整个正(负)数系统中的基数开始认识， 

到弓f进分数以后，“1”是分子和分母相等的一切 

分数的值。在应用题中从一份数、一倍数到分 

数、百分数，应用题中的假设“I”都是“1与多”的 

辩证关系的体现，也是认识的逐步抽象、提高、 

发展。又如“合与分”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它 

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定 

条件下，还会互相转化。形态上是“合”，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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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或者形态上是“分”，实质一k是“合”。例 

如，当学生学了分数乘、除法和正负数加、减法 

以后，这种互相转化就反映出来了。在乘法中， 

当乘数是整数 (零除外)时，表示几个相同数 

“合”起来。如÷×2表示两个 的和；当乘数 
二 厶 

1 1 

小于1的时候，就转化为“分”了。如 去X÷表 
山 厶 

1 1 

示寺的一半，实际上是 寺÷2，这时乘法不再是 

求整体而是求部分了。在除法中，当除数是整 

数(零除外)时，表示分成若干等分。如24÷4表 

示把 24分成 4个等分，求每份是几。当除数小 

于 1的时候，就转化为合了。这时除法不再是 

求部分而是求整体 了。当然，矛盾的对立统 
一

， 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互相转化。这里 

“合”与 “分”互相转化的条件是乘数或除 数 

是小于 1的分数。因此在数学中一方面要看到 

这十对矛盾本身的内容是随着知识的增加和儿 

童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丰富的，另一方面要看到 

这十对矛盾本身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相互渗透。这样我们就能从整体上把握这 

十对矛盾，以便通过数学更好地萌发小学生的 

辩证思维。 

其次，萌发小学生的辩证思维，只能结合数 

学知识本身，而且要尽可能采用学生 日常生活 

中有丰富感性认识的材料为题材，让小学生看 

得见，摸得着，想得清。 

最后，要注意形象思维 ．逻辑惑维和辩证思 

维三者之问．晦内在联系。儿童思维曲发展有一 

个过程也有一定的层次，但没有绝对的鸿沟，因 

此，要在教学中把三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互 相 

促进。 

萌发小学生 辩证思维仅仅是一个初步尝 

试，我们的认识也要在探索的实践中得到丰富 

充实、提高和修正。研究工作本身也要在实践 

过程中不断完善。但这种探索是一项既有意义 

也很有趣的工作，探索之路上的起 步 还 是 可 

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