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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学科融合 发展核心素养
王俊玲

（江北新区鼎泰实验小学，江苏 南京 210031）

摘要：2022 版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要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注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其他学科的特点

和数学学科有机融合在一起，让学生能够把所学各科知识结构化，更好的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本文结合教学实例从以下五个方面：小

学数学与德法学科融合，发展学生推理意识；与语文学科融合，提高学生运算能力；与体育学科融合，渗透学生模型意识；与美术学科

融合，增强学生创新意识；数学与劳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抽象能力来阐述如何借助学科融合发展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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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新课标指出：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离不开学科之间的

融合，这就给一线教师指明了教学方向；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

将其他学科和数学学科融合，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数学教

学活动中为数学和各学科架起一座桥梁，让学生更好地吸收各科

知识的营养成分，让学生学习到的知识更加结构化、整体化和系

统化，进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最终让学生逐步形

成适应终身发展需要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数学与德法学科融合，发展学生推理意识

2022 版《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

展素质教育。作为一线数学教师时刻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培

育全才的使命。所以在数学学科教学中融入德育是必不可少的。

德育的融入不仅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还能提升

学生的理解数学知识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最终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例如：苏教版五上《复式统计表》设计课堂

练习如下：

图 1 应用复式统计表的练习题

本道练习以学校各年级的男女近视人数为背景，第一层级问

题让学生根据题意设计合适的统计表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第二

层级问题把德法学科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学生观察发现随着

年级的增长，近视人数越多，并合情推理出中学的近视人数情况，

并且探讨如何合理的保护眼睛。在课堂中学生提到保护眼睛的方

法是不全面的，为了让学生深入领悟到眼睛的重要性，课下让学

生回家查阅相关资料，第二天利用晨会学生分别从如何科学保护

眼睛和近视后的危害两个方面畅所欲言。在融入德法学科的教育

下，学生们学会科学用眼，避免过早近视。

数学和德育的融合不仅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的

推理能力；还让学生在数学中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和正确的

价值观。我们要时刻谨记在数学中渗透德育价值，这样才能做到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最终有利用学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

二、数学与语文学科融合，提高学生运算能力

小学数学的学习离不开计算教学，正确计算是小学生必须掌

握的“童子功”。在学生学习计算过程中，不仅要掌握算法，还

要理解算理，真正从数学的本质上理解计算教学，从而提高学生

的运算能力。但一味的让学生纯粹地练习计算，学生会感到数学

枯燥无味，不仅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重复练的同时

运算的正确率也提高不上去。如果数学教师能够在计算教学中多

和任课教师交流所学知识点，尝试把数学和语文学科知识点融合

在一起，学生就会觉得新鲜好玩，这样的融合练习不仅激发学生

的计算兴趣，提高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还能拓展学生语文知识面，

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苏教版四年级上册《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为例，笔者设计了如下的练习题：

图 2 在计算中融入语文元素的练习题

这道练习题打破了数学与语文的学科边界，找到了两种学科

的融合结合点，在进一步掌握“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和“两位

数乘两位数的乘法”计算知识点的同时，渗透了伟大人物鲁迅的

相关生平，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扩宽学生的知识广度。

学生在解决这道练习题时，当把结果填入短文中时，同时培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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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合情推理意识，在推理的过程中会反思自己的计算结果是

否正确，进而会再回头检验自己的计算结果，这样就会养成一丝

不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所以在数学与语文有机融合的过程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计

算能力，扩宽学生的知识广度，还能通过计算促进学生推理能力

的发展。

三、数学与体育学科融合，渗透学生模型意识

在小学学习中看似数学和体育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两个学

科并不是相互独立没有关联的。数学是对数量和数量关系、图形

和图形关系的抽象，正因为数学比较抽象所以才不好理解，我们

一线教师尝试把数学和其他学科有机地融合起来，学科融合的本

质就是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我们

可以尝试把课堂上的难点转移到体育课外的操场上，在体育课堂

中深入理解数学知识，渗透模型意识，同时还能丰富体育课堂。

以苏教版四下《确定位置》为例，虽然学生学习完这节课后会做

题目，但学生对于数对是有列和行两个元素构成的这种模型理解

不透彻。笔者利用体育课上学生在占队的时候总不是站不齐这件

事，让学生思考如何设计操场上学生的位置，让全校学生在操场

上占队整齐。学生分组讨论方法后最后一致同意用刚学过的数对

来确定每个学生的位置，把操场的长和宽看成列和行分别量出长

度，每隔一米学生拉一条红线。在两线交叉点就是学生的位置，

用黑色圆片插进土里记上标记。在体育课上全班孩子共同努力完

成了这项实践活动，从此大课间活动时学生的占队成为学校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图 3 学生动手操作前后的操场平面图

在这项实践活动中，我们找到了数学和体育学科融合的生长

点，用数学课不理解的知识点去解决体育课上的问题，在解决问

题的实践过程中，不仅深入理解了数学知识，还渗透了模型思想，

平面上的位置必须有两个元素才能确定；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学

生在操场长跑来跑去及时调节列和行的位置以确保精准，还要在

交叉的位置打点以便全校学生占队整齐，也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

质。所以把数学学科和体育学科有机融合在一起，不仅增强体魄，

还能深入理解数学知识点，渗透数学模型意识，为学生全面发展

奠定基础。

四、数学与美术学科融合，增强学生创新意识

数学家罗素曾说：“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而且还具有志高无

上的美。”我们要让学生发现数学中的美，所以我们要设计能够

让学生感悟数学美的数学活动。美术学科同样也是让学生感悟生

活中的美的存在，所以数学老师应该尝试把数学和美术学科融合

在一起开创新的教学方式，设计欣赏美的体验，促进学生对数学

魅力的感悟，进而利用美的感悟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以苏教版

四年级下册《轴对称图形》为例，为了让学生感悟轴对称图形的

结构特点。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融合了美术学科的鲜明色彩，数学

习题如下：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美丽的轴对

称图形，并用彩笔为创造的图形增添色彩。

图 4 学生的创意作品

在数学课上布置这样的作业学生非常感兴趣，学生积极思考

创造什么样的图形，在创作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美观，还要兼顾整

体布局，整个图形必须是轴对称图形。数学和美术两种学科的结合，

让美术的“色彩斑斓”唤醒数学的“智慧的思考”，让思维之花

绽放出美丽的图案。学生在这样的学科融合中不仅掌握数学知识，

感悟数学的美，还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创新中爱上数学，

在数学中创新生活。

五、数学与劳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抽象能力

数学的本质是抽象，学生要在数学活动中逐步形成数学抽象

能力，但由于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学生在课堂中形成抽象

能力相对比较困难。2022 版新课标指出劳动教育也是学生全面发

展的重要因素，数学教师应该尝试把数学和劳动学科融合在一起，

找到融合的契机点，让学生逐步形成适应终身发展需要的核心素

养。劳动教育中动手实践比较多，根据学生喜欢动手操作的特点，

把数学抽象的知识融合到劳动的动手实践中，这样学生不仅增强

了学习的趣味性，还在动手操作中理解数学知识，进而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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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能力。例如：在学习《小数除法》教学后，学生遇到了一个

实践探究题目：在一张 A4 纸上画出正方体的展开图，正方体的边

长最大是多少厘米。

由于正方体的基础知识要在六年级才学习，所以学生对于这

题无从下手，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解题方法，笔者结合劳动课《制

作礼品盒》的学习让学生在劳动中理解数学知识。课堂中把一个

正方体的礼品盒拆开如下图，学生四人小组观察交流讨论图的特

点，从交流讨论中学生了解了礼品盒展开图的线面特点和小梯形

的用途。接下来思考怎么画时恰恰是数学题目中要解决的事情，

在小组探索中领悟先测量 A4 纸的长和宽，再计算长除以 4，宽除

以 3，还要考虑到小梯形的存在。这样在探讨和计算中理解正方

形的边长画最大时才是最合适的。虽然数学问题解决了，但为了

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继续让学生在纸上画

出来正方体的展开图并剪下来制作出精美的礼品盒。在画的过程

中学生深入体会正方体的展开特点。在课的最后还给学生提出进

一步思考的探究问题：左右两个小正方形的位置可以换在其他地

方吗？课下尝试一下再制作。

    

图 5 劳动课的要求和制作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把数学和劳动学科有机融合在一起，

让学生把抽象的数学知识转化到劳动课上，在劳动课上学生通过

小组观察、动手操作、创新美观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

强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所以在数学

教学过程中把劳动教育和数学学科融合在一起，用数学的逻辑严

密性辅助劳动教育的开展，用劳动教育的动手实践操作来直观表

达数学知识，让学生深入理解数学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抽象

能力，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六、和信息学科融合，增加学生的直观感知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要求学生学习的重心不再仅仅“学

会”知识上，而是转到“会学”上，逐步要求学生能利用信息技

术自主解决问题。例如，人教版第十二册“统计图”的整理和复习，

教师要求学生课前通过各种渠道分小组统计家庭垃圾袋、一次性

筷子、自来水和电的使用情况。上课时，生与生、组与组之间在

bbs 中交流统计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讨论。得出垃圾袋滥用带来的

“白色污染”，浪费木材、能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结论。在此过程中，

学生利用一定的手段，呈现信息、分析原因、解释所用的查询策

略，并根据不同成员提供的信息，自主运用不同的统计图（表），

对自己认知结构进行重新建构。这种组内生生互动、组际互动，

师生互动等网络多向互动方式，极大地扩展了学生进行知识探究

的自主性。在这种宽松的网络学习气氛中，学生畅所欲言，每个

学生即是学习者，又是课堂学习资源的创造者。有效培养了学生

独立思考、求异思维、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七、总结

建立两个原则：满意原则和加分原则，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问题，如超市的问题，问题：有一条道路连接两个居民

小区，计划在路边建一个超市，你认为应当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让学生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问题，比如：三位数与两位数的乘法，

四边形内角和、边之间的关系等，学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问题，

如什么是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从举例到商是乘法的一个乘数，

什么是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讲的是边长利用基本事实。

总之，作为一线教师根据新课程标准变革我们的数学教学方

式，把多学科融合在数学课中，开创新的教学模式，打破学科与

学科之间的界限，充分利用各科的有用知识来解决数学上的问题，

让“五育”并举，建构知识体系，发展学生终身需要的核心素养，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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