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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致读者的一封信 （代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

您好！

让我们先从法国的一个修道院说起吧！人们在修道院里发现了一本书，

它大约写于一五二三年。在这本书的题记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朋友，我恳求您，当您读这本书的时候，要用双手紧紧拿住书背，

以免一个突然的动作使书页文字破损。要知道一个作家完成一本著作，心情

之愉快犹如水手找到了避风港。看上去他写书只是三个指头捏一支笔，可是

他整个身心尽瘁于斯。感谢上帝，我伦贝特只是在您的名义下，才能写出这

本书。阿门！”

当您捧起这本书时，便捧起了我的一颗心———一颗真实的、忐忑的、疲

惫的心。真实在于它是从自己心中汩汩流出的清泉，忐忑在于不知道作为读

者的您是否认可，疲惫在于完成书稿使自己 “身心尽瘁于斯”。

在此，我还想对您说：

首先，我只是一个师专化学系毕业的人，不是文科出身，更不是学者，

没有您想象的那样对 《论语》具有多么精深的钻研。所以，请不要过高要求

我对 《论语》的阐释有多么的专业与精准。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即使对于那些专业的 《论语》研究者而言，某些语句在不同的学者中也

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可以保证，您所看到的，就是我看到 《论语》那些

文字时心中真实的念头、确切的想法。

其次，我只是一个教小学数学的教师。对于 《论语》，我也会从为人、

处事、修身等角度思考其本义。可是，我会更多地从职业的角度去想：这一

点对教学、对教育学生有什么帮助？这样一来，此时心中所思便与文中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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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义不知相差其几千里也。所以，对于 “行其道” “证其果”中的言语，

您可能会觉得或牵强附会，或文不对题……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

完全尊重您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

忘食”，是我读 《论语》、写此书的写照，也是我向往的境界、一直努力追

求的方向。

再次，之所以用 “信其言、解其语、行其道、证其果”的体例，是因为

佛家有言：欲求无上菩提，须行 “信、解、行、证”之道。“信”即对圣贤

所说的话坚信不疑，所谓 “信则灵”；“解”即对圣贤所说话中的道理有悟

于心、通达无碍，所谓 “明明德”； “行”即理则悟、事须修，要想得成正

果，须从实地修行，所谓 “修行在个人”；“证”即从 “信其言”到修成圣

果，绝非一蹴而就，不同的人因方向、目标的不同，到达不同的证悟阶段和

实证境界。简而言之，“信其言”即原文，“解其语”即解读，“行其道”即

随想，“证其果”即悟入。

还有，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完成书稿时，我的儿子刚好两岁四个月，写

稿期间，一直是家人在照顾他。有了他们的背后支持，才使得我既能安心撰

写书稿，又能看见儿子茁壮成长；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如刘全祥、李楠、苏

干浩等人，没有他们的鼓励，我也走不到今天；我要感谢我的学校领导肖以

梧、苏慧贤，正是在他们一贯坚持的提高教师素养、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

量，始终秉持全员、全面育人的办学宗旨的要求下，才使我常常去思考一些

问题；我要感谢福田区教育局教研中心陈祥俊主任和黄爱华副主任，是他们

的督促、鞭策才使我走到今天；我更要感谢福田区教育局李吉南局长、刘玉

新书记等领导，正是他们对于福田教育的不懈思考与追求、对于福田教师队

伍的期望与要求，给了我鼓励、支持、压力和动力。

最后，感谢读者您对本书的支持，恳请提出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胡爱民

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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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而时习之

———有效复习 ，使知识结构合理化

　 　

【信其言】

子曰 ：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

不愠 ，不亦君子乎 ？”

——— 枟论语 ·学而第一枠

【解其语】

此句大意是 ，孔子说 ： “学习了 ，然后时常温习 、践行 ，不是一件令人

高兴的事情吗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处来 ，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吗 ？

别人不理解我 ，我却不怨恨他 ，难道不是君子应有的作为吗 ？”

孔子自己就是 “学而时习之” 的代表人物 。 枟史记 · 孔子世家枠 中说 ：

“读 枟易枠 ，韦编三绝 。” 说的是孔子读 枟易枠 这本书 ，严格说不是 “书” ，应

该叫 “书简” ，那时的书一般都是用熟牛皮绳编起来的竹简 。孔子读 枟易枠

的过程中 ，读了一遍 ，心有所感 、所惑 ，再读一遍 ，又有新的体悟 ，又读一

遍 ，如是反复再三 ，不知读了多少遍 ，最后导致编书简的牛皮绳子都不知道

断了几次 。可是孔子犹未满足 ，说 ： “假我数年 ，若是 ，我于 枟易枠 则彬彬

矣 。” （ 枟史记 ·孔子世家枠） “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 枟易枠 ，可以无大过矣 。”

（ 枟论语 ·述而枠） 可见 ，孔子对 “学” “习” 的认真态度 。

【行其道】

对于 “习” 有着不同的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此处的 “习” 为温习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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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一种意见认为此处的 “习” 是实践 、实习之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

前两者之意都有 。

站在教师的立场上 ，我更喜欢将 “习” 认为是既要练习 ，又要整理 ，还

要复习 ，在不断的践行中习得知识 ，获得智慧 。将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

乎” 理解为 ： （学生） 学习了 ，然后时时练习 ， （教师帮助学生） 时常进行整

理和复习 ， （使学生） 不断习得知识 ，获得智慧 ，这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

的事情吗 ？

信息的长时记忆和保持规律以及遗忘发生的规律告诉我们 ，要保持良好

的学习效果 ，需要进行系统的不断的复习 。第一次最佳复习时间为学习刚刚

结束后的 ５ ～ １０分钟 ，所以我们在新授内容结束后一定要及时地进行学习总

结和巩固练习 ；第二次最佳复习时间为学习当天的晚些时候或第二天 ，所以

我们需要要求学生按时完成家庭作业 ；后续的最佳复习时间分别是学习一个

星期和一个月后 ，所以 ，我们在每隔一段时间后 ，需要进行相关学习单元的

整理和复习 。

心理学还告诉我们 ，合理地应用组织策略可以对学习材料进行深入的加

工 ，进而促进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记忆 。所谓组织策略即根据知识经验之间

的内在关系 ，对学习材料进行系统 、有序的整理 、分类和概括 ，使之结构合

理化 。

所以 ，“学而时习之” 对于我们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证其果】

每一个单元后的 “整理和复习” 教学是最有利于帮助学生建构数学知识

网络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 。

一 、师生要有 “联” 的意识 ———有建构数学知识网络的意识

教师要改变就题练题的整理复习教学方式 ，自己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帮

助学生学会整理知识系统的意识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检验学习效果 、查漏补

缺的水平上 。如果教师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那么 “取法乎下” ，学生就只能

“仅得下下” 了 。

因此 ，在平日的整理复习中就要注意渗透建构知识网络的意识 ，并逐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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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学会整理知识的方法 。

例如 ，在整理复习平面图形的面积时 ，可以先让学生说一说 ： “你准备

怎样复习 ？” 根据学生的发言 ，适时引导得出 ：可以根据推导过程来复习 ，

可以以面积公式为主线复习 ，还可以通过找各种图形之间的转化关系来复

习 ⋯ ⋯然后让学生根据不同的思路整理出知识网络 。这样可以充分激发学生

整理 、建构知识网络的自主性 ，并以这个建构的过程来帮助学生掌握建构数

学知识网络的方法 。

二 、教师要有 “联” 的本事 ———教 “活” 知识

一方面 ，教师要教给学生 “活” 的知识 。要让学生弄懂 、弄透每一个知

识点 ，并了解与各个知识点前后相关联的内容 ，掌握知识点之间的隶属 、因

果 、包含等逻辑关系 ，使学生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 ，知道新旧知识的联系 ，

从而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点之间存在的网络结构 。

另一方面 ，教师要把知识教 “活”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联系学生的

实际认知能力 ，灵活地使用教学方法 ，大胆合理地处理教材 。

例如 ，在分数除法教学中 ，我们就可以改变 “分数除以整数 ———一个数

除以分数” 先意义后法则的课程编排体系 ，而根据分数除法法则灵活处理

为 ：将两种分数除法的法则统一为一个教学体系授课 。经实践证明 ，学生根

据分数除以整数计算法则 ，自己可以十分轻松地迁移得到一个数除以分数的

计算方法 ，并很容易地归纳出一个统一的分数除法的计算法则 。

三 、知识要能 “联” 点成线 ———知识系统化

我们必须指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分类归纳 、整理提炼 ，最后归入某

一系统 。各个知识点 ，特别是隶属于同一知识体系内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 ，

彼此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往往环环相扣 。只要我们把各知识点科学

地 、有序地 、有机地联系起来 ，加以系统整理 ，就可以形成一个小的数学知

识线 ，再把多个小知识线相互联系 ，就可以形成一个大的知识链条 。

例如 ，在分数应用题中 ，分数乘法应用题根据单位 “１” 的情况可分一

般分数乘法应用题和比多 （少） 百分之几的分数乘法应用题 ，分数除法应用

题也同理 。如果我们以单位 “１” 为中心 ，便可将分数乘法 、分数除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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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 百分之几应用题这几个相对分散 、独立的小系统归纳入一个大的

系统 。

四 、利用目录 ，“联” 线成面 ———知识网络化

教材前页中的目录事实上已经从全局的高度在提示我们知识的网络

结构 。

目录中每一个单元的标题就是根目录 ，其中的每一章节便是子目录 ，在

每一章节中设置的知识点便是子目录的子目录 ，这样上下之间便形成了 “单

元知识 ———各章节知识 ———各知识点” 的知识链条 。然后各自相对独立的知

识链条之间密切联系 ，一环扣一环 ，便组成一个知识网络 。这样就从 “点”

到 “线” 再到 “面” ，建立了一个知识网 。

例如 ，在 “数” 的整理与复习中 ，在 “自然数 →奇数 、偶数 →约数 、倍

数 →质数 、合数 ；分数 → 百分数 ；小数 →有限小数 、无限小数 →循环小数”

这些知识点中 ，自然数是基础 ，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奇偶性 、质数合数等 ；然

后峰回路转 ，另起一支 ，研究整数不能解决的问题 ———分数 、小数 ，其中分

数又延伸到百分数 ，小数的认识进一步拓展到对有限 、无限的研究 ，并最终

深入到对无限循环及无限不循环 （π） 的认识 ；整数 、小数 、分数相互独立

地延伸形成各自的知识局域网 ，而它们之间又因为分数与小数的互化 、分数

的基本性质及分数与除法之间的关系等使各个局域的知识网联系起来 ，最终

形成一个立体的 、交叉的 “数” 的知识网络 。

五 、自主探索 ，建构网络

每一个单元的知识都是固定的 ，知识之间的联系及关系也是基本不变

的 。但是 ，只要我们善于调动学生 ，善于引导学生 ，我们照样可以让学生充

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让他们自主地 、积极地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 ，建

构知识的网络图 。

例如在苏教版数学 “分数的基本性质” 的整理复习中 ，我们就做了这样

的尝试 。

师 ：想一想 ，在 “分数的基本性质” 这一单元中 ，我们学习了哪些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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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或凭记忆 ，或打开书本 ，说出本单元的知识有 ：分数的基本性质 、

约分 、通分 、分数大小比较等）

师 ：下面我们就以小组为单位 ，挑选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是自己觉得需

要加强的内容来复习 ，弄清每个知识点里具体有些什么内容 ，并举出例子 。

（学生分小组挑选自己的复习内容 ，翻书查阅每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 ，

在草稿纸上写出例子）

生 ：分数的基本性质就是分数的分子 、 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数

（０除外） ，分数的大小不变 。例如 ：
４
８
的分子 ４ ÷ ４ ＝ １ ，同时分母 ８ ÷ ４ ＝ ２ ，

得到 ４
８
＝

１
２

；或者分子 ４ × ４ ＝ １６ ，同时分母 ８ × ４ ＝ ３２ ，得到 ４
８
＝
１６
３２

。

生 ：约分就是把分数的分子 、分母同时除以同一个数 （０除外） ，最后使

分子和分母是互质数 ，也就是最简分数 。例如 ：
３
６
的分子 ３ ÷ ３ ＝ １ ，同时分

母 ６ ÷ ３ ＝ ２ ，得到
３
６
＝

１
２
。

生 ：通分就是把两个分母不同的分数转化成分母相同的同分母分数 ，它

利用的就是分数的基本性质 。例如 ：
３
８
和

５
１２
通分 ，

３
８
的分子 ３ × ３ ＝ ９ ，同时

分母 ８ × ３ ＝ ２４ ，得到
３
８
＝

９
２４

；
５
１２
的分子 ５ × ２ ＝ １０ ，同时分母 １２ × ２ ＝ ２４ ，得

到 ５
１２

＝
１０
２４

。

生 ：比较分数的大小 ，分母不同的时候可以利用通分 ，把它们变成同分

母分数 ，然后再进行比较 。

师 ：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些知识整理成一个结构图呢 ？通过知识结构图 ，

让人一眼看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看看哪个小组最会想办法 ？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摸清知识点 ，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 ，寻找合适的

结构图来表示）

生 １ ：我们是这样整理的 。因为分数的大小比较 、约分 、通分都要用到

分数的基本性质 ，就好像行星围着太阳转一样 。所以 ，我们用圆圈图来整

理 ，分数的基本性质放在正中间 ，约分 、通分 、比大小在周围围着它 。约分

要约成最简分数 ，通分要用公分母通分成同分母分数 。 （如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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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２ ：因为书本里面先安排学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然后按照约分 、通

分 、分数比大小的顺序学习 ，又因为分数的基本性质不学的话 ，下面的约

分 、通分 、比较大小就无法学 ，所以我们这样整理 。 （如图 ２）

生 ３ ：我们是用一棵树来表示的 。分数的基本性质就好比是树干 、是基

础 ，没有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后面内容的学习 。在学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后再

利用它来进行约分和通分 ，约分要约成最简分数 ，通分要通分成同分母分

数 。有时候我们会碰见两个分母不一样的分数比较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用约分和通分进行分数大小的比较 ，所以约分和通分是分数大小比较的基

础 ，就好比树要先有根 ，再长出树干 ，然后才有枝叶 。 （如图 ３）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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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巧言令色

———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

　 　

【信其言】

子曰 ：“巧言令色 ，鲜矣仁 。”

——— 枟论语 ·学而第一枠

【解其语】

大意是 ，孔子说 ：“那些终日花言巧语 、察言观色的人 ，少有仁德之心 。”

在 枟伊索寓言枠 里有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乌鸦口中衔着一块肉站在

树枝上 ，狐狸想得到那块肉 ，就假情假意地对乌鸦说 ： “你可真美呀 ！你的

身材多么优雅 ！你的面容多么高贵 ！我敢肯定 ，你的歌声一定和你的外表一

样美丽 ，其他鸟儿都比不上你 ！请为我唱一首歌吧 ！” 乌鸦听了 ，昂起头呱

呱大叫 ，口中的肉就掉了下来 。 狐狸马上冲上去叼走了肉 。 狐狸说的就是

“巧言”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 枟刺秦枠 中 ，嫪毐面对秦王 、吕不韦时 ，总是毕

恭毕敬 ，甚至表现出胆小如鼠般的懦弱 ，而实际上 ，心硬如铁 ，狠如蛇蝎 ，

这就是 “令色” 。一个人生活在世间 ，社会角色的差异必然会使一个人带着

不同的面具 ，面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这是人的社会性的必然表现 。可是 ，

一个人如果巧舌如簧 、混淆是非 、察言观色 、专事谄媚 ，就落入了为人处世

的魔道 。

【行其道】

师生在教学交往 、互动的过程中除了言语交往之外 ，还有非言语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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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情 。表情分面部表情 、肢体表情和语调表情 ，它们都是情绪表达的一种

方式 。言语交往和非言语交往是相互配合的 ，是师生沟通的一种手段 。

作为教师 ，我这样理解 “巧言令色 ，鲜矣仁” 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 ：

言 ，即言语交往 ；色 ，即非言语交往 ，如面部表情 、肢体表情 、语调表

情等 。

巧言令色鲜矣 ！仁 ！ ———巧妙运用言语交往 ，令自己总是和颜悦色地面

对学生的人少了 ，而那是教师应有的仁德 。

在一次记者会上 ，一名居心叵测的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这样一个问

题 ：“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存款 ？” 意欲以新中国的经济窘境给周总理难堪 。

周恩来总理回答说 ： “十八元八角八分 。” 现场愕然 。随后 ，周总理解释说 ，

人民币的面值有 “十元 、五元 、二元 、一元” “五角 、二角 、一角” 和 “五

分 、二分 、一分” 三种 ，加起来刚好是 “十八元八角八分” 。现场诸人为之

折服 。这就是 “巧言” ，令人叹服的语言魅力与智慧 。

有很多学校在办公室 、或者楼梯拐角处的墙壁上 ，安放有大的镜子 ，以

方便学生和教师能够随时整理自己的形象 ，特别提醒教师在进教室之前 ，要

照照镜子 ，让自己面带笑容 、和颜悦色 、精神饱满 ，这就是 “令色” 。这样 ，

学生面对教师时 ，始终如沐春风 。

【证其果】

如何在教学活动中 ，让自己能够巧妙地运用 “言” “色” ，即言语沟通和

非言语沟通来促进自己的教学呢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修炼自己 。

一是始终要有一颗 “仁心” 。教师要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是一个

天真活泼的儿童 ，是一个茁壮成长的稚嫩的生命 ，是一株含苞待放的花

朵 ⋯ ⋯而后才是一个求学的学生 。只有心中有了这样一颗仁爱之心 ，我们才

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从容 、善意地面对学生的种种状况 ，不会因为自己反复讲

解学生却不能理解而嫌弃 ，不会因为学生上课捣蛋而痛骂 ⋯ ⋯才会在任何时

候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的尊严 ，就如同霍懋征老师与学生达成 “你如果

会回答就举左手 ，不会就举右手” 的约定一样 ，时刻呵护学生的心灵 。

禅宗六祖慧能说 ：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 意思是只有胸怀仁

爱之心 ，才能外显爱人之貌 、之色 。思想决定态度 ，态度决定行为 。只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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