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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读教材   优化课堂教学 
——《简单的周期》教材解读 

童晓霞 

（常州市新北区百丈中心小学  江苏常州 213034） 

摘要：“规律探索”是“数与代数”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教材的删减与整合后，教材内容呈现出多样的特点。以《简单的
周期》教学为例，审视“规律探索”的育人价值，比较新旧教材的内容区别，分析学生学习周期问题的心理状态，设计结构化教学，
突出探究规律的过程，初步形成探究规律的方法，培养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和推理等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学习数
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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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规律”的过程，

因此，“探索规律”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作为育
人的载体，[1]“探索规律”有助于学生形成研究规律的思维方式；
有助于学生形成整体结构、全面有序的思维方法,从而把握规律
探究的一般方法；有助于学生在归纳、概括和抽象建立模型的
数学活动中了解规律探究的过程。 

“规律探索”是“数与代数”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
原有苏教版教材中并没有独立单元，只是渗透在相关内容中进
行教学，零散编排，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教材修订后，“探
索规律”成为独立单元的教学内容，分别编排在第一学段和第
二学段，并对每个学段的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要求。[2]一、二年级
侧重规律的渗透，“发现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主要是结
合图形排列、认数、计算寻找规律，表达规律的形式也比较直
观,大多是照样子接着画、接着写的方式。从三年级开始，教材
安排专题教学内容，规律都比较隐蔽，需通过探究发现，教学
目标重点突出探究规律的过程，学生经历观察、猜想、验证、
归纳和概括的过程，体验规律探究的策略和方法,如一一列举、
画图等,发现规律后，不仅要接着画、接着写,还要用数学语言来
表达,如用字母或用含有字母的代数式表示等。 

《简单的周期》是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的教学内容，
教学实践后，引发笔者对于“探索规律”教学的思考。如，教
材变了，怎样解读；如何优化设计教学活动，怎样抓住学生学
习周期问题的心理状态，体现思维方式，提升思维品质等方面
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一、在有向对比中，把握教材编排意图。 
《简单的周期》，原来是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五

单元《找规律》的内容，2013 年进行了修订，2014 年秋季实施，
调整为四年级上册的教学内容。原教材共安排 2 道例题。例 1
确定某个序号所代表的是什么物体或图形；例 2 是在例 1 的基
础上，计算按周期规律排列的物体或图形共有多少个。现有教
材只有一个例题：根据规律，确定某个序号所代表的是什么物
体或图形。两个版本教材的相同点都是让学生经历探索和发现
规律的过程，体会画图、列举、计算多样化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不同的是：1.难度降低了。修订教材只研究某个序号所代表
的是什么物体或图形。2.主题图变了。原来盆花是蓝红相间，修
订教材中盆花换成了蓝黄红了，为规律的不重复，彩灯规律也
变成了红紫绿紫依次重复出现，彩旗规律不变。学生可能会比
较容易用画图、单双数等方式来找到排列的规律和个数，是不
是因为容易了，所以情境图变了。3.注重规律的表达。原教材提
问“盆花是按什么顺序摆放的？”而修订后问题变为“你能说
说盆花是按怎样的规律排列的吗？”前者注重排列顺序的表达，
后者关注盆花排列规律的表达。4.注重概念的形成。 修订教材

在学生充分感受盆花、彩灯、彩旗等排列规律的基础上，指出
“像上面这样同一事物依次重复出现叫作周期现象”，概括了
周期现象的本质特征。5.注重经验的积累。弗赖登塔尔认为反思
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活动，是数学活动的核心和动力。修订教材
增加回顾反思环节，通过回顾与反思，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积
累找规律的经验。 

修订教材虽然降低了难度，但更注重找规律的过程。史宁
中先生认为：“基本活动经验是学生亲自或间接经历了活动过
程而获得的”。学生经历“观察现象——表达规律——问题解
决——概括规律——回顾反思”的过程，从而把握周期规律的
本质，积累找规律的经验。  

二、在活动实践中，关注学生学习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对周期现象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有很多

切身体验，如每天的作息、每周的课表、一年四季、12 个月等，
并且经历了第一学段规律的探索的过程，积累了一些找规律的
经验，具有一定的找规律的方法和能力。因此，他们在找周期
规律时，大多能迅速发现规律、找到规律和运用规律解决简单
的周期问题，但这都只是停留在表象上，有些学生还不能用数
学语言准确描述怎样的现象是周期现象，周期现象中又隐藏的
怎样的规律，还有些学生找不到规律，常把所有图形作为一个
周期。因此，学生还需要经历抽象和概括的过程，运用数学的
眼光去发现、去揭示周期现象和规律，反复感知规律的存在和
其中的节律，真切体会规律。 

三、在丰富活动中，体验概念本质内涵。 
著名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可以当成是一

种“活动”，“数学化”是实施这个活动的方式，也是这个活
动的目的。精心设计数学活动，让学生在丰富的数学活动中，
通过观察、分析、综合和归纳，逐步体验周期规律的本质内涵。 

活动一：在整体观察中，激发规律探究的需求。 
提问：图中盆花、彩灯和彩旗的排列有什么共同特点？ 
明确：盆花、彩灯、彩旗都是几个一组排列的，而且都按

一定顺序排列，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研究盆花、彩灯和彩旗的排
列规律。 

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和比较，初步发现这些物体排
列特点，从整体上把握周期排列规律的特点，进而引发分类研
究的探究欲望。 

活动二：在自主探索中，感悟规律探究的方法。 
谈话：想一想盆花是按怎样的顺序排列的？拿出学习单，

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盆花的排列规律。并列呈现资源，组织交流 
追问：怎样发现 3 盆一圈（组）？为什么还要加个……同

学们表示规律的方式不同，那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小结：虽然大家表示的方式不同，但都表示出盆花摆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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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每 3 盆一组每组都是按照“蓝花、黄花、红花”的顺序排
列。每组的第一盆都是蓝色……（板书：3  蓝花、黄花、红花。） 

提问：按这样的规律排列，第 19 盆花是什么颜色？你能试
着解决这个问题吗？把你的想法记录在①号学习单上。并列呈
现学生资源交流 

追问：余数 1 指的是哪一盆？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盆花的排列规律，他们借助图

形、文字或符号等来合理表达对盆花排列规律的理解，像这样
个性化的表达，多元的表征，体现学生对盆花排列规律独特的
理解，有效促进数学的表达和交流，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盆花
排列规律的本质，加深对规律的认识，从而完善认知结构，形
成稳固的知识体系，进一步提升数学素养。 

活动三：在回顾反思中，感悟探究规律的结构。 
回顾：这个问题解决了，相信大家对盆花的排列规律一定

很清楚了，回顾探索和发现盆花排列规律的过程，你有什么体
会？我们是怎样研究的？ 

明确：先观察，再画一画、圈一圈是发现了盆花的排列规
律的方法，还用画一画或除法解决了第几盆花是什么颜色的问
题。 

组织一个小回顾的活动，让学生说说探究盆花规律的过程
和问题解决的方法，形成探索规律的思维方式，通过交流明晰
探究规律的方法，初步体会用除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比较简单，
初步掌握规律探究的方法。[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理性认识
过程是由从表象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再由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
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具体——抽象——具体（内含着抽象）”
的公式。通过对比，在不同种寻找相同，从具体到抽象，及时
引导学生对所发现的规律进行概括，再由抽象到具体，举例说
说生活中的周期现象，帮助学生内化规律，提升认识。 

活动四：在拓展应用中，梳理规律探究的经验。 
出示：选用△、□和○这三种图形设计一个按周期规律排

列的图形序列吗？ 

第一层次：借助错误资源规范规律的表达。（一组） 
提问：怎么修改就有规律？ 
回应：周期排列的物体总是一组一组出现的，至少观察两

组才能发现规律，所以一般要画两组或两组以上，加个省略号
就能好了，说明依次重复出现。 

第 2 层次：借助正确资源巩固认识。 
小结：大家对周期的感觉越来越棒，都是周期小达人呢。

静下心来，回顾探索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总结：我们通过画一画、圈一圈等方法很快发现了周期规

律，还发现用除法计算周期现象中的问题比较方便。生活中的
周期现象和周期问题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勤观察、
善发掘、多动脑，相信会有很多收获的。 

[4]知识的理解与学习需要经过还原与下沉、经验与探究、反
思与上浮的“U”型过程。发现规律后，通过“设计小达人”活
动，让学生再次体验周期排列的规律，感悟解决问题的策略和
方法。最后，通过回顾反思，在讨论和交流中提升思维，积累
经验，逐步形成研究周期规律的思维方式，形成整体、有序的
探究规律的思维方法。[5]《数学课程标准》特别指出：数学活动
经验的积累是提高数学素养的重要标志，帮助学生积累数学经
验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因此，数学课堂教学应致力于学生
数学活动经验的获得，从设计、组织好每一个数学活动入手，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数学活动，通过观察、分析、综合、归
纳和抽象的“数学化”过程，从“经历”走向“经验”。 

参考文献： 
[1][2]周志华.小学数学教学整体综合设计的实践探索[M].江

苏人民出版社，2012.4 
[3]张乃达.数学思维教育学[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4]郭元祥.增强课堂的画面感——谈课程改革的深化[J].新

老师，2016（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

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