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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分配律》不同版本教材学习路径的比较与分析
江建珍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本文以中美教材为研究对象，从多元表征角度比较和分析了三种版本乘法分配律的学习路径。得到的启示：重视前期的渗透

和后续的应用；重视乘法分配律的验证和解释；重视乘法分配律模型的建构；重视乘法分配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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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四年级学生对“乘法分配律”外在形式的理解并不困难，但

大多数停留在机械模仿和记忆阶段，主要原因有：一是“乘法分

配律是唯一一个沟通了乘法和加法两种运算的运算律” 相对其他

运算律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的难度都提高了。二是乘法分配律有各

种变式应用，尤其学生在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的运算中不能灵活

应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究其原因还是对规律的本质不理

解。三是重形式、轻实质的教学方式导致有些教师教学时淡化了

内在算理的挖掘，导致学生缺乏对规律的言语表征和可视化表征。

二、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围绕“乘法分配律”这一内容，选取中国的苏教版、北师大

版和美国的加里福尼亚版教材进行学习路径比较研究。         

（二）研究方法

学习路径就是为了达成教学目标而设计的任务序列，这些任

务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递进关系，这些任务是指向教学目标的。

1. 表征类型与层次

表 1 乘法分配律理解的表征类型

表征类型 概述

程序表征

只能套用乘法分配律的形式，能写出形如（25+3）

×4=25×4+3×4，但不能解释等式两边相等的理由。

事实表征

通过计算结果解释乘法分配律为什么会成立。例如（25+3）

×4=112， 25×4+3×4=112 ，所以，（25+3）×4= 

25×4+3×4。

直观表征 结合现实生活情境或者图示对乘法分配律作解释。例如

购物、贴瓷砖都属于情境直观，画点子图或画面积图都

属于几何直观。

抽象表征 用乘法、加法意义解释其合理性。例如（25+3）×4 表示

（25+3）个 4，而 25×4+3×4 表示 25 个 4 加上 3 个 4。

形式表征 用文字、字母表示并解释乘法分配律。例如 a×c+b×c=

（a+b）×c，右边表示 a 个 c 加上 b 个 c，左边表示（a+b）

个 c.

图 1

三、结果与分析   

（一）各版本教材的学习路径分析

本研究从苏教版、北师大版两种版本教材的学习路径进行分

析。

1. 苏教版教材的学习路径分析

表 2 苏教版教材呈现的乘法分配律学习路径

规律认知

的一般过程
任务系列 表征方式

操作感知

乘法分配律

任务 1： 四、五年级一共要领多少根跳绳？

图 1

直观表

征：结合

情境直观

感知乘法

分配律。

事实表

征：通过

计算发现

等式是相

等的。

归纳概括

乘法分配律

任务 2：比一比，等号两边的算式有什么

联系？

图 2

抽象表

征：用几

个几解释

“合并算”

和“分开

算”

验证规律

归纳规律

任务 3：再写几个这样的等式，和同学说

说有什么发现？

图 3

事实表

征：通过

观察发现

等式两边

的结果相

等。

任务 4： 如果用字母分别表示三个数，上

面的规律可以写成：

图 4

形式表

征：用字

母来表示

乘法分配

律。（不

解释）

本教材的学习路径具有如下特点：

从表征类型看，包含直观表征、事实表征和抽象表征。虽然

也用文字、字母进行了形式表征，但是形式表征不完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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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用乘法的意义解释规律的合理性，教材也没有借助几

何直观表征乘法分配律。

2. 北师大版教材的学习路径分析

表 3 北师大版教材乘法分配律学习路径

规律认知

的一般过程
任务系列

表征方

式

操作感知

乘法分配律

任务 1：贴了多少块瓷砖？说说你是怎样算

的？

图 5

直观表

征：结

合情境

直观感

知乘法

分配律。

事实表

征：通

过计算

发现两

组算式

结果相

等。

归纳概括

乘法分配律

任务 2：（1）观察两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

图 6
（2）如果用字母 a、b、c 代表三个数，你

能写出上面发现的规律吗？ 

形式表

征：用

字母表

达式表

示乘法

分配律。

（不解

释）

验证解释

乘法分配律

任务 3：请你结合 4×9+6×9 这个算式说明

乘法分配律是成立的。

图 7

直观表

征：画

点子图

解释。

抽象表

征：用

几个几

加几个

等于几

个几。

本教材的学习路径具有如下特点：

从表征类型看，包含直观表征、事实表征和抽象表征、形

式表征。直观表征是结合“贴瓷砖”情境，从理解算理的角度，

借助几个几帮助学生理解算式的两边是相等的。但学生思考似乎

停在“瓷砖总数相等”这一答案上，没有对两个算式外在形式特

点进行对比分析。另两种解法学生既要观察颜色和位置，耗时

多效果差。教材虽也用文字、字母进行了形式表征 a×（b+c）

=a×b+a×c，有 “合”到“分”，但没有 “分”到“合”形式。

（二）各版本教材的学习路径的异同

1. 苏教版创设的“跳绳”情境与乘法分配律的运算意义表征

相关联，但只适用于理解整数范围内乘法分配律的应用。北师大

版创设的“贴瓷砖”情境蕴藏了面积模型，便于学生理解乘法分

配律的运算意义表征，但比较耗时。

2. 北师大版教材根据两个算式就用字母表示乘法分配律，学

生感知不充分，苏教版教材的让学生先仿写多道算式后再用字母

概括规律，验证解释规律。

3. 北师大版教材结合点子图和乘法的意义解释乘法分配律，

让学生多角度去理解乘法分配律的本质内涵值得借鉴。

四、比较研究对教学的启示

（一）重视前期的渗透和后续应用

二年级学习乘法口诀用点子图、数线图与算式相结合，直接

呈现了乘法分配律的雏形。三年级两位数乘一位数引导学生思考

理解竖式的每一步的意义，就是乘法对加法分配律的应用。五年

级的小数乘法，长方体的表面积计算公式，六年级的分数混合运

算等均有乘法分配律的应用。了解乘法分配律在教材中的整体框

架，才能寻找更适合学生理解的乘法分配律学习路径。

（二）重视乘法分配律的验证和解释

乘法分配律的教学普遍采用不完全归纳推理，教学时需要多

举出几个像这样的例子（正例）后追问：“这样的例子能举完吗？

能举出一个反例吗？”还要努力帮助学生用多元表征对所说的规

律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说明。

（三）重视乘法分配律模型建构

教学时可以将乘法分配律算式与两个长方形面积之和建立联

系，构建比较容易理解的图形模型。从模型的角度来组织教学，

可以更加凸显“抽象 -- 推理 -- 建模” 的数学基本思想，体会数

学的学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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