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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阅读的教育价值 
从数学语言发展水平层面。董旭红(2006)研究认为数学阅读

能促进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也有利于学生数学交流能力、探
究能力和阅读能力的培养；同时，数学阅读既有助于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研究意识和情感，也有助于学生
个性化的发展。[1]因此，重视数学阅读，对丰富学生数学语言
系统以及提高学生数学语言水平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教育意义。 

从关注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方面。邵光华(1998)研究认为数学
阅读既促进学生数学语言水平与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也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易于学生学习。弓爱芳(2006)研究指出，
数学阅读有助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自学能力的培养、数学语言水平的发展以及交流能力的提高。
在常梅芹(2014)研究中指出数学阅读既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也有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学者们认为重视数学阅
读能促进学生自身的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从而更有利
于改善当前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 

然而数学阅读的教育价值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也
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学生的自学能力方面。日本的公
文式教学效果较好，其实质是指阅读教学。在公文式教学中强
调在教材编写时应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为促进学生的自学
做好铺垫。英国（1991）公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为培养学生阅读
和理解数学文章的能力，因此 SMP（学校数学设计）数学教材的
修订内容简洁易懂且易于学生自学。法国的数学教材内容注重将
学生难懂的数学知识、技能及方法逐步分解后呈现给学生。 

美国在 NCTM（全美数学教师协会）上发布的数学课程标
准中提到：“社会目的之一是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它也
提到学生学会数学交流、会读数学、会写数学和讨论数学是五
项具体目标之一。”美国数学教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以阅读材
料为切入点并且内容丰富，其中包括精美的图片、妙趣横生的
现实问题、令读者着迷的数学故事、发人深省的悬念、亟待解
决的问题以及数学学科中的前沿问题。在此过程中读者可结合
本节课的相关公式、定理与例题，以便学生具体形象地在叙述
和问题求解的过程中学到数学知识，了解知识的具体来源并认
识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2.数学阅读的分类 
(1)内部条件 
从数学阅读能力水平方面，胡理华(1999)研究指出主要分

为：读懂题目、概括大意、分析比较、迁移应用、内化吸收以
及最后的创新。从阅读心理机制层面，郭雅彩(2002)研究指出主
要分为被动式阅读和主动式阅读；其中，被动式阅读是指读者
通过视觉接收信息，然后进行思维加工，最终理解信息的阅读；
主动式阅读是指学生从阅读的上文材料进行逻辑推理得出下文
结论的阅读。从数学阅读的方式，弓爱芳(2006)研究指出可将其
概括为机械接受式、直接理解式、指导发现式和独立发现式等四
种分类。她的划分方式是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由简单到复
杂、循序渐进地安排符合学生各年龄阶段的特点的阅读材料。 

(2)外部条件 
从数学阅读材料类型方面，李丽娜(2009)研究指出主要分为

数学史、数学谜语，含有数字的诗歌与谜语、数学童话以及紧
密配合数学教材的课外阅读资料。然而，数学教材中的语言精
简、抽象且逻辑性强，教材内容只关注知识的体系，却忽略了
学生自身的实际水平。如果学生难以接受所学内容，那么他们
就会认为数学教材枯燥乏味。但是，李丽娜所提出的数学阅读
材料内容易于学生自学阅读，正好可以弥补数学教材的不足。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数学阅读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条件进行
划分，侧重点有所区别，前者按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后者
注重数学阅读材料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引
导小学生进行数学阅读,借助多种数学阅读形式。同时，家校也
要根据学生各年级以及心理特征精心为学生选择合适的数学阅
读材料，有助于学生广泛了解数学知识、拓宽学生的数学视野、
提高学生自身数学阅读能力以及感悟数学文化、提升学生数学
素养。 

3.数学阅读的指导方法 
(1)学生层面 
根据精细加工策略。首先，王连国和傅海伦(2011)研究认为

利用数学阅读批注的方法指导学生数学阅读，通过教授阅读技
来提高学生数学阅读的质量；[2]其次，黄德忠(2015)研究认为学
生可以通过关键处做标记、重点处提问题以及在必要处扩句缩
句等方法来进行数学阅读。另外从学生思想层面上，唐金蓉(2017)
研究认为主要指导数学阅读方法是让学生重视阅读数学教科书
和数学习题。 

(2)教师层面 
根据教师自身经验。首先，房元霞和王玉兰(2004)研究认为

教师要引导与示范，然后教授学生数学阅读技巧并提出相应的要
求，由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最后教师总结。从教师数学语言层面，
杨红萍(2010)研究认为主要指导方法有多元外部表征、直观化教
学和构造概念结构图。由此可知，教师的数学语言可以有效地指
导学生进行数学阅读，数学语言是影响数学阅读的重要因素。 

从教学层面，田园(2013)研究认为教师指导学生阅读：首先，
教师应根据学生年龄和知识层次安排数学阅读内容；[3]其次，
教师利用数学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数学阅读兴趣，也注重学生阅
读形式的多样以增强学生数学阅读活力；最后，教师要合理控
制阅读进程，提高学生数学阅读水平，同时也要善于捕捉学生
质疑、引导比较，提升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综上所述，根据前
人研究可知分别从学生及教师等层面展开研究，但已有的研究
往往仅关注单一层面，割裂几者相互间的作用。因此，本研究
认为指导学生数学阅读，先根据数学学科的特点，同时也要充
分发挥师生间的相互作用。既有利于指导学生进行有效地数学
阅读，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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