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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研究
岑若兰

（广西省百色市西林县八达镇第一小学，广西 百色 533500）

摘要：结构化教学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结构化教学在小学数学课程中的落实，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打好数学基础，

还可以促进学生数学思维、数学逻辑快速提升。本文分析了结构化教学的概念和意义，发现结构化教学可以从知识内容结构化、教学过

程结构化、数学思维结构化、数学经验结构化四个方面进行尝试，从而达到提学生思维思考方式的目的。继而，从基于学生认知，实现

结构连续；借用思维导图，完成知识建构；多元关联手段，掌握内在本质等三个方向进行了探究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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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材中的知识或是内容安排，往往是以“点”的形

式存在的，这些不同的知识“点”，虽然不是简单的、随意的排

列和整合，但是，对小学生而言学习起来仍旧有很大的难度。而

通过结构化教学，可以将不同知识“点”的内在的、整体的联系

挖掘出来，从而降低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困难和阻碍。在传统教

学中，教师常常以章节或是单元开展教学，这种做法看似“无伤

大雅”，实际上是种对知识结构性和整体性的切割，长此以往就

会阻碍学生数学思维发展和提升。而结构化教学的出现，则能够

很好地保持知识的整体性，帮助学生快速获得数学思维、语言等

方面的提升。

一、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概念和意义

（一）数学结构化教学的概念分析

结构化教学，简单来说就是在教学中根据特定的结构、规律，

将数学知识关联到一起。小学数学教材中，不同知识间既是独立

的个体，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学数学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和抽象性，当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的思维能力后，才能够将数学知

识快速吸收、理解和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结构化课堂与小学数学

教材的结合，可以有效引导小学生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学知识体系，

认识到数学知识间的联系性，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教材知识的

印象。

（二）数学结构化教学的意义

1. 理清教材知识结构和联系

知识结构间的关联性，对小学生而言，难以自行梳理清楚，

因此，需要教师的帮助。通过清晰的数学知识脉络，一方面可以

让小学生快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教师打开教

学思维，认识到数学教材结构的多样性，从而设计出多元化的数

学教学方法，打破固定知识框架，让小学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生动

形象，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改善小学数学师生关系，让学生爱

上数学。

2. 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结构化发展

结构化教学，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教学工作，对小学

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对数学知识整体的把握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知识整体的感悟。在复习阶段，

结构化教学的效果表现得尤为突出。复习，并不是对学习过的数

学知识进行重复地学习，而是结合复习的数学单元内容，采取新

颖的、符合学生特点的策略，让学生以更加高涨的情绪进行复习。

比如在复习《分数乘法》这节课程时，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课前自

主复习，并结合已有经验和知识，对本节课程的知识内容进行梳

理，之后，在复习课上再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汇报复习成果。这种“自

主 + 小组合作”的复习方式能够大大调动学生的复习热情和兴趣，

转变学生思维认知和知识建构模式，学会从整体把握知识结构，

建构更加完善、详细的数学知识体系，有效提升复习效果。第二，

知识迁移。通过知识迁移，可以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达到举一

反三、一通百通的效果。因此，知识迁移这个技能掌握非常关键。

教师在带领学生了解知识发现和发展过程时，可以加入结构化教

学思想，引导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发现与探索的过程和方法，继而

尝试自主迁移、运用到其他知识的探索学习中。比如在学习《分

数除法》后，尝试去将“分数除法”的研究、探索过程应用到《比》

这节课程当中，从而完成对新知识的预习和了解，提高知识建构

效率。第三，能力培养。结构教学不同于传统“灌输式”教学，

它更加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认识能力为记仇，对教材知

识进行合理化结构教学。当学生完成单元、学期知识学习后，借

助结构化教学，能够帮助学生理清知识间关系，转变局部知识学

习观念，学会从结构上、整体上把握不同知识版块之间的潜在联系，

发展学生个性，完善学生个人数学核心素养。

二、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关键点

（一）知识内容结构化

课程内容的结构化和知识内容结构化，二者看似独立实则一

体。学生数学能力想要获得提升，就要对课本知识进行学习。在

新课程背景下开展结构化教学，首先要做到知识的结构化教学。

从课程整体来看，数学知识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因此，在数学

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要对数学知识具备系统性、整体性的认知。

其次，摆脱传统教学习惯，降低对教材现有单元划分、课时划分

的依赖现状，在知识教授过程中，不断进行拓展、延伸，才能够

保证教学内容、学习知识的结构化，改掉“读死书，死读书”的

数学教学模式。

（二）教学过程结构化

教学过程结构化一共有两种层次的内涵：静态课程和动态课

程。静态课程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内容安排、课时规划等。

动态课程，则是指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因此，教师在落实

结构化教学时，需要考虑好静态数学知识和、动态学习过程二者

的结构化，以静态课程为依托，着眼动态学习过程，充分发挥学

习过程结构化的作用，不断强化学生的知识迁移、数学思维能力。

（三）数学思维结构化

从现阶段小学课程目标来看，数学教学不仅需要教师教授数

学理论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数学思维。学生数学

思维结构化，既是小学数学课程的根本目标，也是学生学会数学

的关键所在。一些数学学者认为数学教学的过程，就是从“掌握

数学思维”转向“通过学习数学知识学会思维”。思维能力，不

仅体现在数学知识的学习方面，还体现在其他学科学习、日常生

活当中。思维结构化教学的实现，对学生常规性数学思想方法的

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从而引导学生思维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实现飞跃式的提升。结构化思维不是数学专有的一种思维，它是

一种特定形式的思维方式，是能够相互转化、互动和联结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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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结构化思维，表现在数学中就是通过几个重要的知识节点，

建构起一个系统、完整的有数学逻辑空间。

（四）数学经验结构化

数学结构化教学，不仅包括数学知识、学习过程、数学思维

的结构化，还包括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数学经验的结构化。数学活

动经验的结构化，是数学课程的基本指向和课程评价的重要构成

部分。在传统教学中，许多教师对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重视程度

并不高，并且这些活动经验十分零碎，不易组织。结构化活动经验，

作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成长的重要组成和标识，对学生数学能力

提升、习惯养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数学活动经验，简言之

就是学生参与数学活动时获得的数学体验和数学认知，从长远来

看，对学生数学态度、数学语言的形成十分重要。因此，在数学

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当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丰富的、多元的、

有效的数学活动，让学生一遍遍经历和了解数学知识发生、发展

的过程，从而丰富学生的结构化活动经验。此外，教师还需要认

识到数学知识在教材中的表现是跳跃式的、点状的，因此，在建

构数学知识、丰富经历数学经验的过程中，需要尝试运用一些新

方法将“压缩化”的数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帮助学生领悟数

学知识的内涵、把握数学的表象和本质，不断深化与拓展数学能力。

三、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策略

（一）基于学生认知，实现结构连续

结构化教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教学的连续性”，即小学数学

教学，需要实现不同关联内容的前后连续、情境连续以及思维连续，

从而促进小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因此，在小学课堂落实结构化

教学的过程，也是围绕小学生认知进行连续教学的一个过程。

1. 教学内容的连续性

教学内容是学生学习和掌握数学知识的主要途径，也是建构

学生自我知识结构的根本。小学生的数学思维通常呈现阶梯性螺

旋式发展。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过程中，应立足学生认知，由易

到难设计教学内容，进而以连续性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主动探

究数学，提高数学学习运用能力。

2. 教学情境的连续性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小学生的学习还需要恰当学习环境

的参与。通过教学情境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结合，能够让小学

生在不同情境中，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去感受和体会数学知识，从

而达到提高学习质量的目的和效果。

例如，教师在教授人教版六年级学上册《位置与方向（二）》

一节内容时，可以立足本节内容，创设相对应的教学情境，让学

生在不同情境中，对“位置与方向”产生深刻的记忆和理解，快

速完成本节课程知识的学习任务。

3. 数学思维的连续性

数学思维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建构对

小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还可以解放逻辑思维、强化数学素养。数

学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以连

续性的、有规律的，通过后天不断锻炼而形成的一种思维能力。在

结构化教学中，数学思维连续性的体现，能够引导小学生一步步地

进行思考、探究，掌握数学本质和原理，提升数学核心素养水平。

（二）借用思维导图，完成知识建构

数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相关的数学内容的辅助，才能够顺

利完成建构。简单来说，在小学数学课堂实施结构化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有意识、有目的的引导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分析联系，

梳理出完整的知识结构。思维导图作为一种锻炼学生思维的有效

工具，它不仅可以让小学生的思维有序化，还可以帮助学生间建

构不同的数学知识框架，把握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不断完善和

充实学生的数学知识体系。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开展结构化教

学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应用思维导图，自主建构数学知识

体系，总结和概括出相关知识间的关系。

例如，人教版六年级学上册《圆》一课，学生在学习了圆的

圆心、半径和直径概念，学会用圆规画圆的方法后，教师可以鼓

励学生结合课堂所学、所得，制作《圆》的思维导图，归纳和总

结同一圆内直径和半径的特征。这种以框架形式的知识展示方式，

能够帮助学生切实地把握《圆》的重点和难点，为提高小学生的

计算水平、数形结合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通过思维导图

梳理知识，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锻炼、强化小学生的数学思维，

促使其数学思维朝向结构化发展。

（三）多元关联手段，掌握内在本质

小学数学课堂中所谓的关联，指的就是相关数学知识之间的

联系。在传统数学课堂中，教师往往在复习阶段才会带领学生对

已学数学知识进行整理和关联，从而达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

的目的。在小学数学课堂进行关联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既可以

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了解层次，又可以实现学生数学思维的突

飞猛进。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教师需要运用多元手段，带

领学生从碎片知识走向系统知识，把握住知识间的内在关联，对

其进行重组和整合，才能够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内在本质和理解数

学知识的变化规律。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六年级学上册《扇形统计图》时候，教

师可以利用画扇形图的过程，让学生建立知识联系。扇形图统计图，

并不是简单的线条勾勒，其中也包含了本节课程中的重难点内容，

如了解扇形统计图的概念、特点和作用，知道扇形统计图各部分

的数量和总量之间的关系等。因此，教师可以多安排几组练习题，

鼓励学生进行统计图的绘画，比如班级上男女生数量的用扇形图

展示出来；用扇形图统计运动场上跳绳、打篮球、踢毽子学生的

数量；统计班级学生的爱好种类等等。在绘制扇形图的过程中，

既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扇形统计图的各个要素，同时引导学生思

考：原来扇形统计图的作用这么大，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的积

极性和注定性。同时，让学生在不知不觉地将扇形统计图的重难

点知识关联起来。随着学生的动手实操和关联性思考，数学知识

体系自然而然就得到了成长和完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结构化教学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实施，需要教师

的落实和实践，并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将数学知识的关联

性持续放大，从而满足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需求。作为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除了要完成教学任务外，更应该思考和探究数学

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之处，更好地帮助学生构建自我数学

知识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出结构化教学的效果以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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