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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

话。在教学中，有些老师也习惯于说“熟悉的课没

有风景”。一节课，自己上过多次，也听别人上过多

次，无论怎么讲和怎么听，总觉得出彩已尽，难以

创新。可是，自有幸听了江苏省特级教师吴汝萍执

教人教版二年级数学下册的《1000 以内数的认识》

一课后，顿时觉得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

《1000 以内数的认识》是《万以内数的认识》的

起始部分，是以学生原有认知	——《100 以内数的

认识》为基础的数的概念的教学，主要是让学生经

历数数的过程，会正确数 1000 以内的数，能理解每

两个相邻计数单位之间都是十进制的关系，能借助

计数器认、读、写 1000 以内的数，了解数的组成等。

对于这样一节大家都熟悉的“老课”，吴老师通

过自己的精巧演绎，创生出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一、传统与创新并存
《1000 以内数的认识》是一节数的认识的概念

课。课一开始，吴老师由常规的复习引入，让学生

说说 100 根小棒是怎么数出来的，10 根小棒是怎么

数出来的，10 个一是几，10 个十是几，并将学生的

回答依次板书在黑板上。接下来由问题“4 个同学

的小棒放在一起是多少根？ 5 个同学的小棒放在一

起呢？”引入“1000 以内的数”时，吴老师也还是

波澜不惊地让学生摆小棒、演示计数器来认识和读

写 1000 以内的数等。

这时，好多听课的教师开始议论了：我们也这

样上课呀，这没什么特别啊？是的，听课的教师可

能都有这样的心理：特级教师的课堂，一定是新颖

的、独具匠心的！说实话，当时笔者也有“没什么

特别的”这样的想法。可是，听着听着，觉得这堂

课越来越有吸引力，并且越来越精彩了。

例如，在让学生理解计数单位及其进率关系这

一难点上，很多教师会运用计数器或静止的图片让

学生去观察和想象。然而二年级学生的思维是无法

在脑海中构建“千”这一较大的计数单位的，对其

进率关系的理解更是困难。吴老师先让学生在计数

器上初步感知，然后利用动画的小方块这一素材，

巧妙地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了一个小方块（1）、一条

小方块（10）、一排小方块（100）、一个由小方块拼

成的立方体（1000），组织学生一个一个地数，10 个

一是十；一十一十地数，10 个十是一百；一百一百地

数，10 个一百是一千。试想，这些小方块分解再整

合的形象画面，还需教师反复讲解计数单位个、十、

百、千以及它们间的十进关系吗？在学生进一步体

会十进制计数原理，理解 10 个一百是一千，认识计

数单位“千”后，吴老师又让学生逆向感知 1000 里

面有 10 个 100，1000 里面有 100 个 10，1000 里面

有 1000 个 1。从计数器到数小方块直观呈现数的意

义，无不体现了知识抽象、概括的过程，有利于学

生数的概念的形成及顺逆思维的培养。

再如，在练习的处理上，有些教师也设计了数

数活动，让学生一个一个地数，五个五个地数或十

个十个地数等，但仅仅停留于数的层面上，学生也

大多是一种机械甚至是生活经验之数。吴老师却不

同，虽然也是让学生数数，但她以数数为主线，把

易数错的数（个位是 9 的后面的数）、数的组成（自

行车的价钱等）、估计意识的培养（棉签的根数、自

行车的价格、书的页码等）及数学与生活的结合（举

例说说生活中比 100 大的数）等方面穿插在一起进

行，整个练习环节，重点突出，难点突破，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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