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

Vol. 4 No. 9 2022

Education Forum

课程教学

小学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技能融合于《小学数学基础理论》
课程教学

丁志良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怀化 418005）

摘要：课程《小学数学基础理论》是从小学数学的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概率与统计、综合与实践等四个知识领域进行系统性分析，

为后续课程《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中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学习做铺垫，从而提升学生对小学数学教材的把控能力，提高学生在教

师资证面试考试中的过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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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0 级数学教育专业（三年制）

人才培养方案》，数学教育专业中需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小学数

学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的小学数学教师，而《小学数学基础理论》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小学数学知识，并

解决小学数学课程中疑难问题和歧义问题。

一、根据数的发展讨论数与代数的教学

数与代数讨论的对象是自然数、整数、分数、小数、代数与

简易方程，主要讨论数的认识、数的表示、数的大小、数的运算

及方程的求解等内容。

（一）自然数

自然数是人类早期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归纳的数，因而对

于自然数的教学，应注重课题的内容与生活中的实物或小学生的

经验相结合，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具体化、形象化。

在《小学数学基础理论》课程中详细讨论了自然数经历了分类、

比较、数数、代替、计数等六个阶段的发展，从而为自然数的初

步认识的教学给出了教学思路，即以生活实例为基础，通过小学

数学教师的引导，提出与课题相关的问题，经过小学生的独立思考、

合作探究，引出课题。

（二）整数

由于在自然数的四则运算中，减法运算不具有封闭性，也就是

说自然数的减法需规定是大数减去小数。为了保证减法的实现，需

引进负数，从而自然数集扩充到了整数集。在整数的四则运算与性

质教学中，运用类比归纳推理，将自然数的相关结论推广到整数中。

在教学过程中，需归纳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与辨析两者的不同之处。

（三）分数

在小学阶段，对于分数的定义是在平均分的基础上讨论的，

因而在学习分数概念之前需对平均分进行详细教学。对某些或某

个物体进行平均分成几份，其每一份的结果由整数向分数过渡，

让小学生能深刻理解到由整数向分数的扩充，同时体会到分数在

生活中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导入新课部分，以两个月饼分给两

个人，此结果还保留整数情形；考虑一个月饼分给两个人、四个人，

此时就引出分数的概念。

对于分数的四则运算，利用整数与分数的相关性质，讨论分

数的加法和减法。利用“面积模型”，让小学生在直观图形基础上，

可以理解分数乘法的运算法则。最后，根据分数除法为分数乘法

的逆运算，讲解分数的除法运算。在分数四则运算教学中，应注

重整数与分数之间的联系，并且运用直观图形，将抽象的分数教

学直观化、形象化。

（四）小数

在学习了分数基础上，当分数的分母为10n（ n 为正整数）时，

分数就很容易转化为不带分母的形式的数，这就是所谓的有限小

数，当然小数还有无限循环小数和无限不循环小数等。根据现实

生活中商品的价格出现的小数，运用元角分进行解释，从而导出

小数的认识的课题。对于小数的四则运算问题，可类比整数的四

则运算，但其计算结果必须强调小数点的位置问题，同时注意小

数点后的位置上中间含有零与末尾含有零的问题。

对于小数教学，还要让小学生理解两个小数大小的比较，其

比较方式与两个整数的大小比较类似，通过有高位往底位逐步进

行比较。

（五）代数与简易方程 

小学数学中，代数就是用字母表示数，即包含字母表示数与

式子，其作用在于表示任何数、常见的数量关系、运算定律和性质、

以及计算公式、计算法则等。对于小学生来说，由具体的数到抽

象的代数是一次质的飞越，难以理解，因此在教学中，运用发现法，

利用已学知识，举出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的数的例子，通过小学数

学教师引导，让小学生参与教学，发现规律，最终揭示课题。

在解简易方程时，可运用四则运算中加与减、乘与除互为逆

运算的关系，也可运用等式的基本性质。在教学中，根据小学生

自身喜好选择不同方法，但是小学数学教师可以有目的性地引导

小学生使用等式的基本性质解方程，以便为初中的方程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根据线、面、体的所在维数的提升讨论图形与几何的教学

图形与几何主要讨论了一维空间中的直线、射线、线段，二

维空间中的角、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

圆等平面图形，三维空间中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球等立体

图形的基本图形的认识、平面图形的周长与面积求解、部分立体

图形的表面积与体

积求解，以及平面图形的平移、旋转、轴对称等基本知识。

（一）一维空间的直线、射线和线段

对于直线、射线与线段的教学，小学数学教师可考虑运用演

示法，运用手电筒、激光笔、细绳等物品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形象化、

具体化，然后让小学生独立思考、分组讨论、大胆发言，举出生

活中相关的物品，教师进行评价。最后，将直线、射线与线段的

特征进行分析总结。

（二）二维空间的角与面积

对于角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小学阶段的静态定义，一种是

高中阶段的动态定义。在小学阶段的角的定义教学中，需说明的

是角的边是射线，而不是线段，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尤其在三角

形或多边形图形中的角的边是线段。对于角的讨论，小学数学教

师还要教会小学生怎么使用量角器量角的大小。

对于平面图形的认识的教学，需结合生活中的常见的实际物

体进行阐述。比如，在教室中的黑板、红旗为长方形，瓷砖为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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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的上的石英钟为圆形，同学们的红领巾为三角形等等。 

针对多边形的面积问题，首先需通过平铺方式将长方形的面

积公式总结出来，由长与宽均为整数形式扩展到长与宽为分数的

形式，进而得到长方形的面积公式为长乘宽。然后利用切割与拼

接方式，通过平移，将平行四边形转化为长方形，三角形、梯形

及圆转化为平行四边形，最终可得到相应图形的面积公式。

（三）三维空间的表面积与体积

在教学中，对于三维立体图形的认识，在本质上与平面图形

的认识是一致的，也需结合生活中的常见的实际物体进行阐述，

比如在粉笔盒为长方体，魔方为正方体，水杯为圆柱体，漏斗为

圆锥，乒乓球、篮球等球类为球等等。

三维图形的表面积，无非就是沿着棱、曲边或母线剪开、平

展得到多个规则面，通过计算展开的多个面的面积之和就可得到

表面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所学立体图形准备好教具，

动手演示立体图形展开过程及结果，提升教学效率。

对于长方体的体积公式讨论，在本质上与长方形的面积公式

讨论方式一致，不同之处在

于长方体的体积公式针对的是三维空间问题，而长方形的面

积公式针对的是二维平面问题。

三、结合生活实例理解概率与统计的教学

概率与统计主要讨论了可能性，常用统计图等内容。

（一）可能性

一般来说，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分为一定发生、可能发生和不

可能发生三种情况，而小学教学主要是让小学生判定对具体实例

属于三种情况的哪一种情况，并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判定其发生的

可能性大小。因此对于可能性的认识，小学数学教师应利用具体

实例，通过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教学内容的要求相结合进行教学。

（二）统计图

对于小学数学统计图主要讨论了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与扇

形统计图。针对统计图的教学需结合 PPT 展示实例，引出课题，在

实例中给出一些数据，然后用表格形式找出一些规律，接着按照画

统计图的步骤一步步给小学生演示，并通过统计图设置一些问题，

让小学生体会到统计图的作用。最后，当三种统计图讲授完成后，

需比较三种统计图的优缺点和针对具体问题时统计图的选取问题。

为了提升小学生对统计图的运用能力，小学数学教师针对小

学生生活环境，布置一道实践性的课后作业，让小学生组队完成

收集数据、整理和描述数据、处理数据等过程，以报告形式上交

作业，教师做评价。

四、综合与实践融合到平时教学与课后作业中

在实际教学中，综合与实践需有效融合到教学过程与课后作业

中。通过设置本课题相关的情景，进行情景导入，提出相关问题，

引发小学生思考。在讲授新知与巩固应用等教学阶段中提出问题，

让小学生独立思考、分组讨论、选派本组代表发言，让小学生在亲

身体验、合作交流及表达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在课

后作业中，根据教学内容与小学生的知识现状与生活经验，布置与

本课题相关的实践性作业，不仅能让小学生提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让小学生体验在生活中的数学之魅力。

五、小学数学课程中疑难问题和歧义问题

在小学数学课程教学中，某些数学结论看似简单，但作为准

教师不知如何给小学生解释清楚，并且某些相似的数学术语之间

在教学中容易用错。下面将《小学数学基础理论》课程中常常容

易犯错的一些数学知识进行梳理，从而有促于准教师在教学中的

准确表述。

（一）特殊的自然数 0

原本 0 不是自然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在 1993 年

规定：0 是自然数。0 既不是正数，也非负数，但是 0 是偶数。

为何规定 0 不能作为除数呢？这是由于任何数乘 0 不等于一

个非零 a ，所以 0a ÷ 没有意义。对于任何可变的自然数 q ，均有

0 0q× = ，由乘除法的关系， 0 0 q÷ = ，结果不确定，不利于数学

运算与推理。

（二） 0.9
•

与 1 之间的大小比较

在直观认识中，我们容易误认为 0.9
•

还没有达到 1，要比 1 小，

即 0.9 1
•

< ， 但 是 0.9 1
•

= ， 这 是 因 为
10.3 0.333
3

•

= ⋅⋅⋅ = ，

10.9 0.999 0.333 3 3 1
3

•

= ⋅⋅⋅ = ⋅⋅⋅× = × = 。

（三）带余除法

由带余除法的定义可知，对于 a b q r÷ = ⋅⋅⋅⋅⋅ ⋅ ，其中 a 与 b 为

自然数， 0 r b< < ，因此对于像1.7 0.2 8 1÷ = ⋅⋅⋅⋅⋅ ⋅ 的式子是不成立

的。

（四）整除、除尽与除不尽的区别

在教学整除概念时，小学数学教师需举例子说明正整数除法

的 几 种 情 况。 首 先 是 除 尽 与 除 不 尽， 比 如， 42 3 14÷ = ，

42 8 5.25÷ = 就是除尽， 4 3 1.333÷ = ⋅⋅⋅ 就是除不尽。在能除尽的

基础上，其结果为正整数的，比如， 42 3 14÷ = ， 4 2 2÷ = 等，才

能叫作整除。因此，整除是除尽的一种特殊情况。

（五）奇数与偶数

在数学中，奇数与偶数均是相对于整数而言的，即有正的奇

数与偶数，也有负的奇数与偶数，一般是交替出现，但是在小学

阶段，奇数与偶数是不考虑负数的，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存

在最小的奇数是 1，最小的偶数是 0，但没有最大的奇数与最大的

偶数。

（六）比、比例与比值的区别

在小学数学中，两个数 a 与 b  （ 0b ≠ ）相除，叫作 a 与 b 的

比，记作 :a b ，可用除法算式的形式 a b÷ ，也可用分数的形式
a
b

。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叫作比例，可写成 : :a b c d= 。两个数

相比所得的值叫作比值。比值是一个数，结果不能是点比表示。

在《小学数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应结合小学课本中的

相关问题，以实际问题为背景，有的放矢，从容教学，将小学数

学知识系统化，并将疑难问题与歧义问题进行详细解释，从而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小学数学知识，并为后续课程《小学数学课程与

教学》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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