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21

“四基”——让数学课堂更富有内涵 
朱凤玲  刘志国 

（江苏省滨海县通榆镇中心小学； 江苏省滨海县天场镇中心小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课程目标由原来的“双

基”变为“四基”。即在课程总目标的第一条中进行了阐述：让学

生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四基”的落实使数学课堂的内

涵更加丰富。内涵丰富的数学课堂决定了学生的数学学习必须由知

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转变为在数学知识的探究过程中要体验数

学思想和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这一教学目标的确立，创新教学理念，

重视数学思想的渗透和数学生活经验的积累。为此我们必须建构一

种有利于学生自主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充分体现：以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探究为主线、发展为主题、创新为核心的

课堂学习模式。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动手实践、敢于质疑、

勇于创新，让学生不但理解数学知识、掌握数学技能，而且能够学

会从数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在问

题探究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在学习、实践、质疑中渐进式、螺旋

式地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一、在探究中体验数学思想 

小学数学教材在各学段中安排了四个部分的学习内容：“数与

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四个方面，

在每一个方面都渗透或隐含了数学思想。例如：“数与代数”中有

集合思想、符号思想、对应思想等。“空间与图形”中有变换思想、

数形结合等。“统计与概率”中有统计思想、概率思想等。教师一

定要研究教材，准确定位教学目标，挖掘教学内容蕴藏的数学思想，

让学生在数学探究活动中体验数学思想，领略数学思想的魅力。 

例如：学生在探究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方法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把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通过“割补”、“平移”的方法，将一个平

行四边形转化为一个面积相等的长方形。这里就渗透了转化的数学

思想。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感受到转化思想对于研究平行四边形面积

计算的何等重要。学生感悟到转化思想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新

知识的探究过程中进行验证和使用。在后面的三角形面积计算中，

可以引导学生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转化成一个等底等高的平

行四边形。在后面的梯形面积探究过程中，再引导学生把两个完全

一样的梯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在这一系列的探究过程中，学生

感悟到转化的思想后，又运用转化的思想解决其它问题。巩固了学

生的认识，再一次证明数学思想的重要性。数学思想的蕴含是丰富

的，有时一个知识点的探究过程中隐含的不仅是一种数学思想方

法，可能是几种数学思想方法。关键在于教师的挖掘和引用，让数

学课堂成为智慧的课堂，学生的数学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学习和技巧

的掌握，更应该是在数学探究过程中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感悟。  

二、在实践中积累活动经验 

数学课的教学，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动手操作，在动手操作的

实践活动过程中，不仅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更重要的

是活动经验的积累、创新精神的培养、学习兴趣的激发。 

下面以《圆的认识》一课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 

例 1：出示一组日常生活中的圆，接着让学生说说生活中的圆，

初步感知了圆；接着引导学生运用生活经验与身边的学具画圆，并

在与其它平面图形的比较中初步感知圆是曲线图形这一特征。 

例 2：试着用圆规画出一个圆，并标出圆心，画出一条半径和

一条直径，并分别用字母表示。让学生不但学会用圆规画圆，还认

识了圆的各部分名称。 

例 3：通过“画一画”、“折一折”、“量一量”等操作活动，探

究有关半径与直径的特征。 

上面是教材中的三道例题，例 1 初步认识圆；例 2 画出圆并认

识圆的各部分名称；例 3 认识圆的直径和半径。我根据教材的内容，

注重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进一步整合教

材，优化学习内容，结合具体情境和操作活动，激活已经存在于学

生头脑中的经验，让学生在观察中发现问题、想象中提出问题、操

作中分析问题、实践中解决问题，促使学生逐步归纳内化，上升到

数学层面来认识圆，体会到圆的本质特征。在认识圆的过程中，进

一步加强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我的教学流程：第一步，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画出一个

圆，并剪下一个圆。学生在画圆、剪圆的过程中感知圆。第二步，

分组折一折圆，并打开从不同的方向再对折，学生反复对折后打开。

面对圆形纸片，学生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条折痕都相交于一点，就

是圆规针尖哪一点，此时教师再揭示圆心和直径。接着让学生量一

量自己画圆的直径的长度，学生会发现圆的直径长度都相等。教师

再引导学生对不同组同学的圆的直径进行比较，会发现不同圆的直

径长度不一样。学生的活动经验是重要的学习方法，是学生的元认

知，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是探究数学的热情。 

总之，数学知识、技能、思想、活动经验的形成过程是相互促

进、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数学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是数学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发展，同时数学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也

需要在一定的数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应该重

视知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也要重视数学思想的体验、活动经验

的积累，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

的过程，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在经历中积累、在

质疑中创新，让数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

验定位于每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之中，让我们小学数学课堂更有内

涵、更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