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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广角作为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独特板块，内

容包括古代经典名题以及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手段及原

理 [1]。数学广角重点关注数学思想方法渗透，教学内容

来源于生活实际，以数学活动为主要形式。“数学思想方

法”则是数学广角的灵魂所在。1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数学思想方法

王永春认为数学思想是建立在数学的高度概括和本

质认识的基础上，是建立数学理论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指

导思想 [2]。熊惠民认为数学思想是从数学现象、数学方

法、数学知识中提炼出来的高度概括的本质认识 [3]。吴

增生认为数学思想是对数学规律的本质认识，数学方法是

数学思想在解决问题中所发展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4]。

由此可见，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有机

结合。

（二）数学广角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将数学广角安排在二年级到六

年级每册教材的最后一个单元。数学广角的设置目的在

于丰富教学内容，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思维力、

创新力。数学广角将数学知识、数学问题与数学思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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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融合，学生在综合学习中提升能力。

二、数学广角中数学思想方法的内容及特点分析

（一）内容分析

通过对数学广角的研究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搭配、推理、集合、优化、鸡兔同笼、植树问题、找次

品、数与形及鸽巢问题。其中蕴含数形结合思想、集合

思想，讨论思想、符号化思想、优化思想、模型思想、

转化思想等。通过在小学数学课堂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帮

助学生了解数学文化。数学广角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分布

较为广泛，具有系统性，学生可在义务教育阶段锻炼数

学思维，并且学会用数学的视角看待问题，体会数学独

特之美。

（二）编排特点

一方面，教材内容安排与生活实际密切联系。每册

教材数学广角都渗透两种及以上数学思想方法，大量素

材来源于生活实际，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学生解决生活

中的具体问题。教材内容的选择以生活实际问题为主，

充分体现了数学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教材中数学思想方法呈现螺旋上升趋势。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渗透。第一学段以“具体操

作”为主，第二学段以“抽象建模”为主，不同学段要

求不同。例如，搭配、数与形和鸽巢问题都蕴含数形结

合思想，植树问题和鸽巢问题都渗透模型思想。由此可

见，教材中编写层层递进，逻辑缜密，这样的编排有助

于打通知识之间的隔断墙。

三、存在问题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数学广角板块通过编者的精心

安排，此板块受到众多老师和学生的欢迎，因为它内容

新颖，设计独特，教师在公开课大都会选择数学广角单

元，容易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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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定位不合理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5] 中在总目

标中明确写到，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体会数学的基本

思想和思维方式。具体目标中在不同学段都提出了不同

要求，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逐渐感悟数学思

想方法。课程标准对小学数学课堂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提

出了具体且明确的要求。

一些教师设置数学广角教学目标是根据教学参考书、

教学案例或以往使用过的教学目标，很少思考教学目标

是否符合课标要求，是否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师教

学目标设置偏离，较多侧重于知识技能，忽视数学思想

方法。市面上教学参考书多种多样，教师也过度依赖教

学参考书和网络资源，缺少自身的思考。

（二）教师对数学广角内容认知不到位

数学广角内容极具新颖性和趣味性，深受教师喜爱。

数学课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技能、数学思想方法的主要

途径，一些教师对数学广角的理解有误，认为学生获得

数学解题方法是数学广角学习的最终目标，甚至一些教

师认为数学广角内容不重要，可以略讲。因为数学广角

内容较难，考试时出现极少，占用时间过多，不如把更

多的时间用在基础知识的教学上。由此可见，很多教师

虽对数学广角内容感兴趣，但认知还是欠缺。

（三）教师忽视学生主体性

在小学数学课堂，关于数学广角内容的教学更多是

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很难真正参与其中。在教学数学

广角时，教师使用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等教学方式，

融入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方式多种多样。但数学广角

内容较难，大部分学生学习此内容较为吃力，教师为了

完成课时计划，以教师的思考代替学生的思考，忽视了

学生的主体地位。

四、教学策略

（一）科学合理定位教学目标

教育目的具有层次性，教学目标是教育目的的细化，

教学目标每节数学课都需要制定，它是教师检验教学效

果、学生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标准。教学想要取得较好

的教学效果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是前提，科学的教

学目标是整节课顺利进行的基础。

1. 深入解读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是小学数学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托，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之

前，要详细阅读课标，在深入挖掘课标的基础上结合本

班学情制定教学目标。作为教师要在备课时细致解读课

程标准，深入挖掘教学内容，获取丰富教学资源，充分

了解学生学情，在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引领下高质量完

成课堂教学，让数学课既好吃又有营养。

2. 吃透教材突出重难点

教材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据，有广义狭

义之分。教师备课时要充分阅读教材中教学内容，找到

重难点进行教学设计。老教师对于教材比较熟悉，认为

自己对教材内容了如指掌。其实不然，新的教学理念不

断产生，教学方法不断更新，虽然老教师对教材非常了

解，但是针对不同学情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备课时教师可通过多种途

径获取教学资源，面对丰富的资源需要教师对其进行筛

选、转化，使其成为可用资源。

3. 密切联系生活情境

情境性是小学数学教学和学习的特点，情境创设充

分体现数学课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数学课要让学生感受

到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数学与现实生

活之间的联系，充分体现数学的应用性。数学广角单元

的内容大部分都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经验，学生可通过日

常生活事例感受数学思想方法。

（二）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很大程度上影响数学课堂效果，作

为小学数学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具有终身学习理念，提升自身数学素养，并把它融入到

数学教学中，打造具有数学文化气息的数学课堂。

1. 转变教师对数学广角的看法

教师在教学任务、班级成绩和职称评定的压力之下，

过多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由于数学广角内容偏难，与

其他单元联系较少，考试涉及较少，教师在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中更多关注其他板块，而忽视数学广角。另外一

些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多注重知识、解题技巧的学

习，侧重点偏离。教师要转变对数学广角的看法，数学

思想方法渗透与知识技能的学习同样重要。

2. 加强教师专业学习

现阶段一线教师中，大多数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数学史、数学文化学习，少部分教师接受过系统学习，

但印象并不深刻。由此可见，大多数教师并不非常了解

相关知识，所以在课堂教育教学中想要纯熟运用比较困

难。教师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数学史、数学文化相关知

识，如：慕课、阅读专业书籍、互联网资料等。

3. 深入研究教学内容

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深入研究本节课教学内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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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教材编排特点，包括例题、主题图、提示语、练习

题等。了解教材结构、编写目的、练习题设计特点等。

例如：“优化”问题例一是沏茶，例二是经典的“烙饼

问题”，例三是田忌赛马。三个例题由易到难，层层递

进。

（三）确立学生主体地位

作为教师要明确定位，转变以往灌输式、填鸭式教

学模式，真正把课堂交还给学生。将教师主导地位和学

生主体地位完美结合，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1. 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

在新教育理念指导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指出

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是独特的人，是具有独立意义的

人。教师要把学生看作是发展中的人，学生具有发展潜

力。由于数学广角内容具有一定难度，教师为了完成教

学任务，由教师表达解题过程及方法，因为由学生探究

费时费力，对于学生来说难度较大，教师则用自己的思

考代替学生的思考。要将被动的学习转化为主动的学习。

在交流讨论、动手操作、实践锻炼中感悟数学思想方法。

2. 抓好生成性教学资源

教师实际的教学过程不会完全按照教学设计进行，

因为课堂情况随时发生变化，这需要教师充分利用课堂

教学中的生成性资源。数学课堂更多采用开放式教学方

式，生成性资源较多，作为教师对于生成性资源不能置

之不理，而是要充分利用。课堂中出现超出教师预设的

内容，教师要进行判断，此内容是否为生成性教学资源，

教师要综合运用自身教育机智巧妙处理，让生成性资源

充分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在数学广角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具有一

定的挑战性，如果每位教师都能充分挖掘数学广角蕴含

的数学思想方法，感受数学广角的特色之处，就能让学

生更喜欢数学课，让数学课变得既好吃又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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