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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五年级数学期末调研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正确率：21.6%

知识结构碎片化教学内容浅表化 学生思维惰性化 

题型模仿              类型强化                  技能操练                               



学生的学习过程
就是理解的过程。

体验、经历、过程

我听到了，我忘记了
我看到了，我记住了
我做过了，我理解了                              
            



         理解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可回
避并自发追求的一种自然旨趣。数学理
解性学习是一个具有目标指向，不断建
构复杂心理联系且具有灵活迁移性的学
习过程。它以数学知识的结构化、网络
化和丰富联系为本质，以生成性和发展
性为特征。以重新组织为形成机制，以
自主活动为形成条件。



对数学对象的理解：知识内容、方法技巧、策略思想

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现实：

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

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

学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数学观念



经验性理解

原理性理解

文化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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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知识经验不断丰富、规范与扩充

学习者的
数学知识
经验



在教学观上，要能有效甄别学生目前
所处的理解层级，进行过程性评价。

        理解性学习的层级模型式图表明，
理解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种
不断发展的层级跃迁过程。对数学教
学的启示是：

在学生观上，应确立发展性的学生理
解观；
在知识观上，要以一种数学知识的文
化观统整学生对各个层面的理解；

在课程观上，要体现知识设计上的螺
旋性、结构性、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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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度分析表明，真
正的理解是通过多个侧面
表现出来的，达成其中的
一个或几个方面 的指标，
应当都标示着学生在理解
的前进路上所取得的某些
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上
述的多维度标示，同样暗
含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基本取向。



     

  聚焦本质

   凸显联系

  关注儿童

  讲究多元



       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涵义就在于：我们
应当通过数学帮助学生学会思维，并能使他们逐
步学会想得更清晰、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

学科教学

学科内容

       “核心知识”就是处于知识结构的最重要，
富有再生和迁移意义，赖以支持其它知识点存在
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知识。 



纵向知识的长程设计

横向知识的比较对照

         数学教学要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之间、数
学与其它学科之间、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建立
联系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完整对知识的认识，从而完整
地生长。

将不同年级知识纵向联系起来，进行长程整体设计。

围绕某一知识点用系统整体眼光，联结已有概念、几
何直观、生活实践，联结其它学科进行整体设计。



               情境是知识的载体。最
有效的学习途径是通过最直接、
最真实的经历引发其对知识的渴
求。

                
贴近学生的已有经验
瞄准学生的认知需求
体现知识的生长规律



 认真听讲、动手实践、合作
交流、自主探索……
 
课程超越课堂



 课堂有活力 师生长能力
    

 

   学习有动力  为什么学（教）

怎么样学（教） 学得怎样（教）



课堂的惊奇感

课堂的画面感
    

 

课堂的意义感
当教师找到教材背后的核
心知识，并将其下沉到儿
童的生活世界，书本中的
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的主
体知识，课堂的意义感就
产生了。

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能够带来足够大的冲击，
学生思维的触须摆动起
来，由此踏上“惊心动魄”
的学习之旅，课堂的惊
奇感产生了。

当教学能够打开儿童的想象，
知识的理解呈现出形象、流动、
思考、理性、丰富的特征，
课堂的画面感产生了。

课堂的幸福感
    当教师温暖的目光与学生相遇，

师生彼此真诚倾听，教学对话
处在融通、自由、和谐的状态，
课堂的幸福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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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内容的整体分析（本质  学情）

设计有效的问题情境

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

运用合适的方法组织学习活动



课堂特征

体验

过程

本质



     

教学改进

  优化结构

   儿童视角

  核心知识



测量教学

1. 理解测量的本质是看测量对象中含有多少个基本单位

2. 理解为什么有的测量工具是专门的？有的测量工具却
　 是临时的

3. 理解测量单位统一的必要性

4. 理解用合适的测量单位来测量对象

5. 理解为什么一些专门的测量工具上要加刻度

6. 深刻理解测量概念本身的内在含义



奋斗

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