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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评一致性视角下，比例推理能力的培养
——以人教版“比和比例”教学内容为例

阮兰兰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实验小学，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笔者按照评价为导向，确定学习目标、设置学习任务、开展教学实践、制定评价框架，围绕评价框架，评价反思并指导教学

的实践路径，从乘法关系推理的角度，通过结构化整合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比和比例”。在学教评一致性的视角下，帮助

学生深入理解“比和比例”知识内容，培养比例推理能力，发展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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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背景

比例推理的概念是皮亚杰最早提出，指的是学生根据已有的

数量信息，利用比例的相关性质，解决比例问题的过程。小学数

学很多重要概念的核心内容都涉及比例推理，如放大和缩小、正

比例和反比例、速度、Π、乘法推理等。比例推理是针对乘法关

系进行推理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传统“比和比例”教学中，比例推理往往被误认为只是列比

例解题。因此，学生所经历的比例的学习只专注用公式来计算比

例问题中的未知量，缺乏对比和比例的深入思考和应用，不能灵

活运用比例推理解决问题，更不能培养比例推理能力。

针对以上现状，笔者提出了“学教评一致性的视角下，比例

推理能力培养”的研究。旨在尝试通过素养目标统领下的学习任

务设计和教学实施，评价和反思学习效果的实践路径，从乘法关

系推理的角度，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比和比例”知识，使用有效

策略解决问题，进一步培养比例推理能力，提高数学素养。

二、策略实践

策略的研究与实践路径如下图所示：①通过分析教学内容聚

焦内容所关联的核心素养；分析核心素养内涵，确定核心目标；

分析核心目标，将目标具体化。②围绕具体化教学目标设计学习

任务。③开展教学。④围绕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评价框架；对学习

效果进行评价反思，指导改进原有教学。

（一）确定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统领整个“学 - 教 - 评”的实践过程。

1. 核心素养内涵。《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中推理意识主要指对逻辑推理过程及其意义的初步感知。与“比

和比例”内容相关联的推理意识具体表现有：①能够根据给出的

例子找出其中的规律，能够说明规律的一般性，并利用一般规律

解决简单的问题，体会规律的意义。②能够理解别人的思考或推

理过程，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评价。

2. 核心目标确定。依据“比和比例”内容和推理意识的具体

表现，以下核心目标：①从乘法关系推理角度理解比和比例；②

运用推理解决比例问题。具体化的核心目标也是教学评价的依据：

①能理解比的意义；②能明白“比和比例”是围绕乘法的比较；

③能结合具体情境和任务，进一步理解“比和比例”；④能通过

推理策略来解决比和比例的问题。

（二）设计学习任务

1. 学习起点分析。具体化的核心目标内容也是评价的基本框

架和内容。分析前测的结果学生①能借助加法推理和乘法推理，

理解“比和比例”的意义；②通过推理策略来解决比和比例的问

题时，需要乘法推理时使用加法推理，混淆了加法推理和乘法推

理的使用。

2. 学习任务设置。

学习目标 课时内容 主要任务 课时数

能理解比

的意义

《比的意义》 任务 1：从生活情境中认识

比。

任务 2：小明 2 看书 20 页，

4 天看书（  ）页，8 天呢？

100 天呢？你是怎么想的？

任务 3：下面例子，是分数、

是比还是两者都是。

任务 4：你能结合具体情境，

说一说对 2：4=1÷2=1/2 的

理解吗？

1-2

能明白

“比和比

例”是围

绕乘法的

比较

《比例的意义》 任务：讨论并推算“巨人的

身高”

【意图分析】讨论比较加法

关系推理和乘法关系推理得

到的不同结果，建立“比例”

的初步认知。进一步理解“比

例”的意义。

1-2

能结合具

体情境和

任务，进

一步理解

“比和比

例”

《比的基本性质》

《化简比》

《正比例》

《反比例》

《比例的应用》

任务 1：提供具体的比例情

境

任务 2：认识正比例（或反

比例）

任务 3：请你按照 2：1 画出

下面三个图形放大后的图形。

3-4

能通过推

理策略来

解决比和

比例的问

题

《按比分配》

《用比例解决问

题》

任务：提供各类比和比例的

问题情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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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实施

1. 教学活动的实施

设置好学习任务后，根据不同学习任务，结合各种教学方式

组织开展教学。同时，围绕具体化的核心目标内容进行过程性评价。 

2. 教学活动的调整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根据学习目标和学生反馈的真实情况，

调整教学。教学中，增加了同桌合作，绘制“比例表”的形式，

旨在通过绘制过程，以直观可视化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成正比

例关系两个量在变化的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对

应正比例图像，再次体悟测量和几何中的共变，为进一步理解比

例的乘法关系、比例推理奠定扎实基础。课时数也从原来的 1 课

时增加到了 1.5 课时。

（四）评价反思

在“学 - 教 - 评”一致性的实践过程中，评价具有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引导作用。

1. 依据学业质量标准，制定评价框架

依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学业质量标准，

在美国学者莱蒙（Lamon，2012）的“具有比例推理能力的人的表

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制定了以下比例推理的

评价框架。

具体描述 水平层次 0 水平层次 1 水平层次 2 水平层次 3

1. 理解比是两个量或度量值

的乘法比较

没有任何和比有关的知识

和概念

知道比是两个量组成的 能用乘法推理理解比

的意义

能通过辨析加法推理和乘法推理，

理解比的意义

2. 认识到现实世界中比例关

系和非比例关系的不同

没有任何比例关系和非比

例关系的知识和概念

知道比例关系或非比例

关系

能区分简单的比例关

系和非比例关系

能解释、区分比例关系和非比例关

系

3. 理解体会共变 没有任何和共变有关的知

识和概念

能在具体情境中发现一

个量的变化

能发现一个量的变化

引起另一个量的变化

能理解两个量同时变化的一种关系，

并且能够看出一个量的变化如何影

响另一个量的变化

4. 会用各种策略解决比和比

例的问题

没有任何和比例推理有关

的知识和概念

能使用一个基本策略解

决某个比和比例问题

能使用策略解决某类

比和比例问题

能运用灵活多样的策略解决比和比

例问题

2. 分析学生作品反馈，改进教学实施

【后测题 1】下面哪块地的形状更像正方形？把你的想法记

录下来。第 1 块：长 240 米，宽 195 米；第 2 块：长 25 米，宽 19 米；

第 3 块：长 1457 米，宽 1425 米。

后测 1 数据反馈得知：教学中学生经历了大量“比和比例”

情境任务的讨论和问题解决，当问题需要乘法推理解决时，还有

部分学生选择使用加法推理，即对比例的乘法关系没有真正理解。

因此，对教学的反思的是：①对教学实施的改进。在各类情境任

务讨论的环节，设置更多讨论形式，如小组讨论、全班讨论等。

②对教学内容的改进。提供更多加法推理和乘法推理的辨析情境，

让学生感悟在“比和比例”情境中，使用加法推理获得的结果的

不合理性，进一步理解乘法推理。

【后测题 2】：请你将下表中 5 个长方形的数据，画在图上。

观察图像，你有什么发现？

长（单位：厘米） 5 10 15 17.5 20.25

宽（单位：厘米） 2 4 6 7 8.1

后测 2 有近 10% 的学生没有完成。笔者对“为什么没有完成

测试题 2 呢？”进行了学生访谈。访谈中发现，学生不能确定测

量的长和宽的数据，应该要用哪个轴来表示。根据访谈结果可知，

这些学生均未达到评价框架中“理解体会共变”“会用各种策略

解决比和比例的问题”评价内容的水平层次 3。因此，对教学的

反思是：①使用比值讨论哪个量在 x 轴（或 y 轴）。通过讨论发现，

选择 x 轴或 y 轴都是可以的。所有比值相等的比的图像都是一条

经过原点的直线；②结合具体情境，分析数据的具体含义，并通

过多种形式表示数据。

最后根据学生学习反馈和教学反思，调整学习目标、教学实践。

三、结束语

“学 - 教 - 评一致性的视角下，比例推理能力培养”的研究

和实践，笔者按照评价为导向，确定学习目标、设置学习任务、

开展教学实践、制定评价框架，围绕评价框架，评价反思并指导

教学的实践路径，从乘法关系推理的角度，通过结构化整合“比

和比例”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比和比例”。通过研

究和实践，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比和比例”内容，灵活运用比例

推理解决问题，培养比例推理能力，发展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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