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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中低年级数学绘本阅读课“双主线”教学模式的建构 
◆赵  晶  陈晓晓 

（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小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013）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对校本课程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提倡各校、各教育者能积极开发资源，丰富教学资源，拓宽数学学

习的管道。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数学绘本能为学生提供丰富有趣的
数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然而如何更有效的指导教师把数

学绘本与国家课程整合，使数学绘本走进课堂中，需要形成一个系统的，

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本文依据《数学新课程标准》，构建了“学生的学
线”与“教师的教线”的“双主线”数学绘本阅读课模式，形成了固定

的操作流程和评价标准，确立了操作和应用的基本原则，为数学绘本阅

读课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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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绘本逐渐进入教育领域的视野，数学绘本中既包含

生活的元素，又能体现数学思想，能有效帮助教师为学生在数学
课程与生活间搭建一座桥梁，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增强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可见
数学绘本课程的建设遵循学生认知和发展规律，适合学生的发
展。 

本文依据《数学新课程标准》，构建以学生自主质疑、赏读
图文、互助交流为突出特点的数学绘本阅读课教学模式。 

一、模式依据 
《数学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应当是一个

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应从中体会数学与生活
之间的联系，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
学绘本中既包含生活的元素，又能体现数学思想，能有效帮助教
师为学生在数学课程与生活间搭建一座桥梁，激发学生数学学习
兴趣，增强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数学学科
核心素养。有效的数学阅读会不断地扩大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
发展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分析以及推理能力，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是体现学生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其不仅可以促进小学生数学语言水平和认知能力的
发展，还可以促进学生探究能力以及自学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我们的绘本阅读教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教师通过优秀数
学绘本的选择，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读书时间和想象空间，学生读
书过程是主动积极的，思维碰撞是相互启发的，表达是自主开放
的。教师在课堂上是以组织、点拨、激励的角色出现，而非“牵
引”，使得学生的阅读过程愉悦而生动，自由而富有生命力，这
样的课堂符合“课堂转型”的要求。 

二、模式解读 
（一）模式界定： 
所谓数学绘本阅读课“双主线”教学模式是指“学生的学线”

与“教师的教线”在三个环节中并轨运行。 
“学生的学线”即：疑、读、议；“教师的教线”即：导、

点、评。 
（二）模式的基本操作流程 
“双主线”课堂教学模式一般按照三个环节进行，即导疑—

—点读——评议。 
第一环节：导疑 
“导”是教师运用讲授或谈话法，将绘本与生活中的数学相

连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疑”是学生根据老师的情境导入和绘本主题自由提问，学

生带着好奇心进入主题。 
第二环节：点读 
“读”是数学绘本阅读课的核心环节，学生在问题驱动下，

在引人入胜的情境中走进绘本，积极投入、参与到故事情境中，
图文结合，运用各种阅读形式，如引读、指读、齐读、自读等，
让学生从细微处探究，深入解读数学绘本的内在情感因素与数学
知识的紧密联系，在数学绘本阅读中碰撞出知识的火花。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点”不可或缺，教师的“点”是点

拨、提炼、提升，是引领学生探究规律或呈现新知。同时可以采
用观察图片发现法、动手操作法、游戏活动法等帮助学生建立数
学模型。 

第三环节：评议 
“议”是学生同伴合作，互动交流。既有学生间的小组合作，

也有全班展示交流，目的是进一步理解新知，生成新知。大组互
动是在解决自主学习的任务。一种形式是展示小组学习过程，指
向的能力等级大多是针对理解层面的；第二种形式是汇报小组学
习的结果和状况，组长在大组汇报中，说的是同伴学习的结果和
状态等，指向的能力等级大多是针对提取信息的。在大组互动中，
让学生学会表达、学会倾听、学会思辨、学会评价，学会质疑。 

教师的“评”要伴随学生“议”的全过程，要通过赏识性评
价，强化新知，激励学习热情，达到组织调控教学的目的，让学
生用最佳的状态投入学习。评，是多元化评价。教师评价可能是
针对个人的，也可能是针对小组的；评价内容可能是学生知识、
技能掌握的情况，也可能是学生学习的过程、方法运用情况，亦
或是学生学习的情感态度、学生的学习习惯。教师的赏识评价语
言应具备以下特点：具体，有针对性；适切，有引导性；丰富，
有激励性。 

三、操作的“三三”原则 
“疑读议”，“导点评”把课堂教学分成学线和教线，但这两

条线并不是平行线，其基本流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线中的
“导”和“点”按照学生需求，灵活穿插在学线的“疑读议”之
中，“评”的环节贯穿始终。 

在模式操作中教师教线因为具有灵活性，因此要遵守“三讲
三不讲”原则。“三讲”即讲易混、易错、易漏的问题；讲学生
想不到的问题；讲归类提升的问题。“三不讲”即不讲学生已经
会了的问题；不讲学生自己能学会的问题；不讲教师讲了学生也
不会的问题。 

四、课堂评价标准 
（一）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体现学段目标及绘本内容，难易适中，有针对性，

有梯度，一课一得。目标制定具体、清晰、可测、可操作性强。
教学重难点突出，目标设定符合学生学情。 

（二）学生学习行为 
疑：学生能自主提出问题，有主动阅读数学绘本的意愿，投

入地进行学习，具有浓厚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读：在教师的点拨下能采用不同形式阅读数学绘本，善于观

察，主动表达，阅读兴趣浓厚，能从阅读文本中思考数学问题，
并能从中有所发现。 

议：主动参与合作探究，能清晰准确，条理清楚地表达自己
的见解，并善于倾听，敢于质疑，在讨论中，形成新的认识。 

（三）教师教学行为 
导：将数学绘本与生活连接，巧设情境，引发学生阅读期待，

激发学生课内 
外阅读兴趣和问题意识。 
点：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及时有效理答，适时点拨启

发，引导学生提炼、反思和总结。 
评：评价及时，诊断准确，目光追随学生，语气亲切自然。

评价语具体，有针对性；适切，有引导性；丰富，有激励性。 
（四）教学效果 
1、整体效果：实现三维目标，完成学习任务。学生的数学

知识得以丰富，阅读能力与思维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2、学生发展：不同思维层次的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得到

发展，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愉悦，有进一步学习探索的欲
望。 

（五）学生习惯 
学生具有良好的听、说、读、写、合作、交流习惯。有年级

相应的学科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