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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周刊·论文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第一小学 汤金涛

“小数乘法”的教与学，是建立在小数的

意义与性质以及整数乘法的意义上进行的。

就其意义而言，它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就

计算法则而言，需要通过两轮转化完成，即先

把它看成整数乘法进行计算，再把它还原成小

数乘法并点小数点。同时，在用竖式计算小数

乘法时，学生会受到小数加减法竖式计算的负

迁移。因此，在教学中，如何采用“多元表征”

让学生更充分地理解算理？如何沟通算理与

算法之间的联系？克服竖式计算中的负迁

移？笔者以人教版“小数乘小数”教学为例，

说明一二。

一、自主探究多元推算

1.列出算式后揭示课题

教师课件出示问题：学校要为一个长4.5m、

宽3.5m的长方形橱窗涂油漆，请你算一算，工人

师傅要涂多少面积的油漆？

在学生自主列出乘法算式后追问：这个

算式和我们已经学过的小数乘整数的算式相

比，区别在哪里？从学生的观察比较中引出

课题“小数乘小数”。又通过教师的设问：它

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引发学生对两种算法的

猜测。

基于学生已有的认知引发学生的思考和

探究，是学生学习数学的一个有效方法。其既

给予学习的台阶，又可以让学生在比较中发现

新知。

2.自主计算后展示不同

鼓励算法多样性是现代数学课程所提倡的

重要理念。

教师在学生观察猜测后及时提出问题：我们

能不能借鉴之前学的小数与整数相乘的计算方

法，用多种方法来计算这道题目呢？看看谁的方

法多？

学生借鉴整数乘法和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

法，通过画一画、比一比等，在作业纸上写出不同

的计算过程。教师再让学生将不同的计算方法

展示在黑板上，既激励学生一题多解，也激发了

学生的思维。

3.互动交流后感悟联系

教师请板演的几个学生分别阐述自己所用

的计算方法和各个步骤的含义，紧接着提出要

求：还有人对他们的计算方法有疑惑吗？谁能解

答这些疑问？在生生互动中，加深了学生对小数

乘小数计算方法的理解。

二、沟通联系总结算法

1.比较多种算法建立联系

运用多种方法解决数学问题，并通过各种方

法之间的比较，找到彼此的联系，可以促使学生

发现一些数学知识的基本规律，这是我们认识数

学世界的普遍方法。

教师在学生板演和交流后及时追问：黑板

上的这几种计算方法，它们在计算思路上有相

通的地方吗？学生通过比较和分析后发现，前

三种方法其实都是先把4.5和3.5看成45个0.1

和 35个0.1相乘，在运用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求出45×35的结果后，将所得乘积还原成两位

小数。计算步骤和原理基本相同：都是在小数

乘小数的计算过程中，利用积不变的规律，把小

数乘小数变成整数乘整数进行计算，再把乘积

还原成小数。最后一种计算方法是运用乘法分

配律进行计算，在算式整理后，不论计算4.5×3

还是4.5×0.5最终还是要用到同前三种小数乘

法相同的计算方法。从上初步归纳得出小数乘

法的计算方法。

2.利用几何直观探究算理

利用几何图形直观的特点，将抽象的数字与

平面图形有机结合，可以充分展现数学问题的本

质，更好地完善学生的数学思维，助其突破数学

学习难点。在学习小数与小数相乘时，笔者就借

助了长方形面积计算来验证算理。

在学生初步建立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后，

教师第一时间予以提醒：小数乘小数的计算，能

不能通过图形计算来观察呢？

在展示边长分别为4.5m和3.5m的长方形

并列出面积计算公式后，教师追问：4.5和3.5在

图形中分别表示什么？45×0.1和35×0.1在图

形中又分别表示什么？通过图形解析，学生明确

4.5和3.5分别表示长方形的边长，由进率得到

45×0.1和35×0.1分别表示45个0.1m和35个

0.1m，建立起数字与图形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学生很容易理解0.1×0.1在

图形中表示一个边长为0.1m的小正方形，即面

积为0.01㎡的小正方形；进而理解1575×0.01

表示求1575个面积为0.01㎡的正方形所组成

的长方形的面积。由此来验证为什么在用整数

乘法计算后还要点两位小数的算理。利用长方

形面积计算的几何直观，使原本抽象枯燥的数

学变得简单，帮助学生获得探索小数乘法算理

的思考路径。

3.梳理计算方法理解算理

学习代数计算，最终要上升到对算法和算理

的理解和掌握上。学生通过比较和分析各种计

算方法，再借助平面图形面积测算，对两个小数

相乘的计算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在此基础上，让

学生复述小数乘小数竖式计算的过程和算理，并

尝试总结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经过集体交流、

归纳和总结，最终获得比较完整的小数乘法计算

方法，并理解算理。

在引导学生获取并理解算理的同时，培养他

们在数学计算中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必不可

少。教师在学生理解算理后追问：在乘法计算

后，我们如何判断是否计算正确呢？通过引导学

生自主检查，学会小数乘法的验算，让学生意识

到检查和验算的必要性。

三、多重练习完善体系

1.基础练习提升能力

恰当及时的基础练习，可以巩固学生所学，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例题，根据算式，直接

在乘积上点出小数点。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小数

乘法计算时因数的小数位数与积的小数位数之

间的关联。又如例题，利用同一乘法算式因数

小数点的变化，让学生判断积的小数位数。这

是对上一题的思维延伸。渗透小数乘法中积不

变规律，为后续运算定律扩展到小数乘法计算

做铺垫。

2.采用题组练习归纳

在计算中发现和总结规律是学生学习数学

知识的实用技能，通过总结规律，让学生进一步

明确小数乘小数的算理，并学会用规律性的知识

去观察。题组练习可以为学生提供充分发现小

数乘法计算规律的素材。如例题，先计算，再思

考下面的问题：1.2×3=□，1.2×0.9=□；2.4×

0.4=□，2.4×1.5=□。如何要把以上4道乘法进

行分类，你会怎么分？

学生经过自主计算、观察、比较、分类和集

体交流，发现积与因数之间的大小关系，再通过

归纳和验证，明确小数乘法中，乘一个比1小的

因数时，积就小于第一个因数（0除外），乘一个

比 1大的因数时，积就大于第一个因数（0除

外）。让学生在自主计算中发现数学规律，培养

数感，同时也为学生有效检验计算提供了一种

全新思路。

基于“多元表征”的小数乘法教学实践研究 □义乌中学 汪伶俐

“诗仙”李白无论是其身世、成就、风格，

还是其影响都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追慕与

慨叹。尤其是他雄奇浪漫的飘逸诗风、蔑视

王侯的傲岸气概、倚马可待的奔放才情，更

令后人津津乐道。《新唐书》《旧唐书》《唐才

子传》等典籍中都给李白立传。李阳冰的

《草堂集序》作为一篇家族版的李白传记，为

我们叙述了李白潇洒适意的诗酒人生，本文

从《草堂集序》的情感意蕴出发，分析其背后

的文化基因。

一、贵族后裔，祥瑞降世

李白的出身颇具浪漫色彩，历来有“母

梦长庚星”的说法（见《新唐书》）。作为官

家正史，编撰者最要废传奇而厘史实，但

“长庚入梦”的说法似乎由来已久，故而修

史者也酌情辑录。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

也是记之唯恐有遗。历来圣贤大杰之士，

其出身都充满神奇色彩，且不说汉高祖之

母“梦与神遇”而产刘邦，就连小说中也渲

染岳飞是大鹏鸟转世，这种集体的无意识

说明了圣贤大杰在当时人们心中的重要地

位。尽管李阳冰未能免俗，对李白的贵族

后裔身份大加渲染“凉武昭王暠九世孙。

蝉联珪组，世为显著”，对李白先祖不遇于

时表现出极大的遗憾“然自穷蝉至舜，五世

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但他对李白

出生时“长庚入梦”祥瑞的描写倾注了极大

的热忱：非凡的家世与祥瑞决定了李白并

非凡人。

二、儒侠兼修，兼有道气

李白能在诗坛上光耀千古，离不开后天

的成长教育。自古以来，最有效的教育就是

学习先贤之作。在《上安州裴长史诗》中，李

白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

来颇得闻矣！”在《赠张相镐》中又说：“十五

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这是李白毫不谦虚而

又客观实在的自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

在自我修习方面的执着与专注，唯其如此，

李白才能“驰驱屈宋、鞭挞扬马”，一扫自齐

梁以来“绮错婉媚”的浮糜诗风。

但李阳冰只是选择性地记述了李白在“为文”方面的

造诣，并未论及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的游侠气

息。显其儒风，隐其侠气，究其原因，本文要向世人展示为

文者的才情，如此所为之文才有流传价值。

才华横溢、英气逼人的李白名满天下，他也很想实现

读书人的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读书人实

现此抱负的基本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李白自二十五岁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后，一直或诗或酒，纵情傲物、挥

金漫游。他与杜甫不同，杜甫是典型的“奉儒守官”，而李

白非常有自信，他认为当朝应该自上而下地赏识他、重用

他。于是，他的机会来了：“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

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

关于李白被召，李阳冰语焉不详，《旧唐书》记载：“天

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

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很明显，

李白走了一条“终南捷径”。李阳冰对此略而不提，正是

为此。

三、问以国政，一桩公案

关于李白三年供奉翰林一段，《旧唐书》《新唐书》及

《唐才子传》中并未提及参与国政，而在李阳冰笔下则是

“问以国政，潜草诏诰”，皇帝除了向他征询治国方略，还

暗中让他撰写宫廷诏书。此事闻所未闻，故又补上一

笔：“人无知者。”

既然无人知晓，李阳冰从何得知。或许是李白临终前

透露过，也或许是李阳冰为了让李白完成其政治理想，故

在此粉饰一笔。李白最大的理想是“愿佐一名主，功成返

旧林”。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功成、名遂、身退”的特殊生

活道路。他既有儒家“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又深受道

家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从他后来被“赐金放还”之

后，就“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表现出其在

政治失意后不屈己、不干人、旷达不羁的傲岸作风。

钱塘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言道：“庄、屈实二，不可

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

以气，又自白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白心灵世界的两大

精神来源：屈原与庄子。同时也表明李白行为的心理之鼎

足：儒家的进取、道家崇尚逍遥自由的神仙思想与其侠义精

神。其中对李白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道教的神仙思想。

四、诗酒明月，诗意漂泊

尽管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没有论及李白之死，但李

白之死却以不同的方式流传。《唐才子传》说李白“晚节好

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给李白安排了一场诗

意之逝。这实在也是诗意的死法。他天才赡逸，其文化基

因来自何方？

李白的诗歌中充满了异域情调和漂泊情怀。希腊哲

学家曾说，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回家。我们在情感、理

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我们想

找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

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就如同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

家。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苦旅的话，那么这场苦旅更多的是

一场精神上的追求与跋涉。

如果单纯地从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看，他只

是一个喜欢游历的诗酒游侠，但何以一直行走在漂泊的旅

途中？饮酒、唱歌，他似乎一直在抗拒根的存在，以一种彻

底的漂泊情怀实践着自己的心灵追求。他不停地在寻找

理想。从李白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把这个理想归纳为“济

苍生、安社稷，功成名遂身退”。于是他“历抵卿相”“遍干

诸侯”，游历天下，四处交友。他终于供奉翰林，看来可以

一展鲲鹏之志，却在觉得到达了一个心灵驿站之后，又开

始了另一种追求，这就是对自由、对尊严的追求，于是灵魂

依旧无所依托，心灵继续漂泊。

□义乌市香山小学 吴高旭

讲故事，无疑是学习语文的一种重要方

式，也是考量语文能力的一个鲜明维度。在统

编语文教科书中，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以民间

故事为文体的组合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在进

一步激发学生讲故事兴趣和培养学生讲故事

能力上有着独特的作用。本文站在单元统整

的视角，聚焦民间故事所特有的文化内涵、文

体价值，以口语交际《讲民间故事》的教学探究

为论述主载体，梳理其教学之于学生语文学习

的方法与功用。

一、讲·好故事——基于单元统整的定位阐析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教师何

致文明晰了统编教科书安排本单元的三方面

考虑：其一，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承载着民族文化；其二，民间故事在文体特征

上有其独特的样式和价值；其三，安排民间故

事这类长文章的阅读，可以进一步巩固之前学

过的如阅读长文章、提高阅读速度等方法，加

强实践训练。

1.单元组成序列

从单元组成栏目看，除了常规的栏目，还同

时安排了《快乐读书吧》栏目，明确指向本单元的

阅读要从课内起步并延伸至课外。从单元语文

要素看，本单元安排了两个思维路径完全相反的

语文能力训练点“创造性复述”和“缩写故事”。

这样的安排凸显了统编教科书重视文体教学和

课外阅读课程化的编写理念，充分展现了这个单

元围绕民间故事齐头推进读、讲、写三个维度学

习的设计思路。

2.前后学用关联

口语交际《讲民间故事》集中对应了“创

造性复述”这一项语文要素，将阅读和表达训

练融合起来。纵观单元内的其他栏目与内

容，发现整个单元是在课文的练习系统中学

习讲民间故事的方法，在语文园地的交流平

台中总结讲民间故事的方法，在语文园地的

词句段运用第二题和口语交际中实践讲民间

故事的方法。

二、讲好·故事——聚焦文体价值的创造性复述

本次口语交际安排学生讲述自己喜欢的民

间故事，重点是创造性地复述故事，是对讲故事

能力的又一次提升。教材先通过两部分内容唤

醒学生的记忆，明确交流话题，并给出具体的范

例。同时，教材中还列举了两种方法：一是可以

丰富故事的细节，添加人物的对话，使故事更具

有真实感；二是讲故事时可以配上动作、表情，增

加故事的可感性。

1.瞄准核心人物

民间故事是围绕核心人物的情节展开的，

无论是概括性的简单复述、解析式的详细复述，

还是重构式的创造性复述，都必须紧紧地抓住

“核心人物”这个牛鼻子。

首先，复习已有积累，进行预学反馈。

简要回顾本单元所学及自主阅读民间故

事，说一说共有的特点：民间故事语言通俗易

懂，情节生动有趣，角色善恶分明，主角尤其

有代表性（真善美的化身）等。以四人小组为

单位，根据预学单，反馈组员预学准备阶段的

表现。

接着，通过组内对照、组际交流，初步理一理

讲好民间故事的方法。理清故事中人物的性格、

品性，相互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人物增加不同

语气、不同动作、不同表情；等等。

然后，小组选派代表进行展示，并着重说清

小组为讲好片段所用的方法。选用相同方法的

其他小组进行及时补充。

2.锤炼复述方法

单从本次口语交际看，学生实践运用的方法

是具有连贯性的，是有感知基础的。无论是教材

课后习题，还是阅读提示，抑或省编《语文作业

本》，都反复出现了创造性复述的方法。

根据交流，罗列和梳理学生的观点，提

炼要点，形成讲好民间故事的方法指南。主

要是：

①瞄准人物，理清关系，看透本质；

②列个提纲，突出重点，做好衔接；

③丰富细节，对话优先，环境辅助；

④营造情境，模仿动作，增加表情。

同时，以此方法指南为基础，明确相应评价

要求：

①不能偏离故事本意、改造人物，改编不能

出现矛盾；

②重点必须突出，有对话等细节；

③配上相应的动作表情，展现适合的语气

语调。

3.巧用恰当方法，改进讲述

熟悉以上讲好民间故事的方法指南、评价要

求，重新优化课前所选择的故事或片段，与同桌

分享，并再次做评改。

4.根植审美价值

创造性复述的训练是方法的感知与训练，但

前提是应以理解故事内容为基础，尊重故事的基

本内容与价值取向，教师要发挥正面的价值导向

作用，引导学生找到合适的生发点，而不能让学

生信马由缰，脱离文本。

三、好讲·故事——提升自读品质的实践延伸

从讲一个好故事，到讲好一个好故事，教科

书的教学栏目《快乐读书吧》还希望教师引导学

生在更广泛的阅读后爱上讲民间故事——好

讲·故事。

1.同步推荐系列

从单元统整角度看，《快乐读书吧》为学生

的自主阅读开了路、搭了桥，在“你读过吗”板块

推荐了中国的民间故事，也在“相信你可以读更

多”板块中概括性地介绍了欧洲、非洲等地的民

间故事。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大量的经典民间故事的

阅读积累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分享愿望，加之故

事版本的差异，促进了学生间的交流和互补，促

成更新，在不断扩大的“读者+作者”的过程中深

化着“讲故事”的实践。

2.地域特有系列

教学实践中，笔者以网络、书籍等方式搜集

并遴选了有代表性的本土民间故事供大家读、

讲，包含探寻家乡前世传奇的故事、收听家乡名

人精彩的故事、寻找家乡质朴美好的故事这三大

类，开展实地探访、亲子共读、线上故事会等，极

大地促进了学生对家乡的了解，丰富了学生通过

阅读、分享民间故事而积累的自发式个性化的阅

读体验。

通过这一单元民间故事的连贯学习，实践了

“讲好·故事”“讲·好故事”“好讲·故事”的教学预

想，达成了单元统整下各教学栏目间读、讲、写的

三线并进的教学目标，在学生心中播撒下了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激发了学生爱讲故事的兴

趣，习得了怎样讲故事的方法，为成长过程中继

续阅读、分享打开了一扇门。

基于单元统整的口语交际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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