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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知识前后联结 促学生深度理解
—— “分数的再认识（一）”的教学实践和思考

杨星仙

（义乌市杨村小学，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知识构建的本质就是联结。通过新知与旧知、生活与数学、整体与部分的、方法与思维结、学科与学科等等的联结，引导学生观察、

分析、概括整理，深度理解知识的本质，从而生成学生自己的数学。本文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分数的再认识（一）”教学为例，谈

一谈自己的教学尝试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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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指出：“数学知识的教学，应注重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体会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皮亚杰认为：学习的过

程实际上是个体认知结构的建构过程，是个体把教材中的知识转

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过程。故而，数学教学应该注重新知与学

生生活经验的联系、与学生的旧知联系。

课前思考

“分数的再认识（一）”是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

第一课的内容，是在三年级初步理解分数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

认识和理解分数。新旧知识前后相隔一年多，如何联结旧知是我

们需要思考单的问题。在后面的分数教学中，我们也发现了几个

问题：在结合具体生活情境时，学生不理解“表示数量的分数和

表示关系的分数”，很难掌握类似“把 4/5 吨煤平均分成 4 份，

每份是（   ）吨，每份占总数的（   ）”的问题。其次，在分数的

应用中，学生理解不了题意，一来不会借助线段图来，二来是对

分数意义中单位“1”的不理解，导致乘、除、加、减乱写一气。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设计了“分数的再认识（一）”一课。

教学实践

【材料准备】两个装有糖的盒子（贴上分数
1

4
和
1

2
）

【片段一】前联后结 再探分数

师出示贴有
1

4
的糖果盒，学生回忆分数

1

4
，强调“平均分”。

（一）探究
1

4
的意义

1. 画一画：整体几颗，部分几颗？

师：肯定有同学很好奇，老师这个盒子里装着什么？

生：钱，糖……

师：是的，糖。今天我要把这里糖的
1

4
拿来奖励。猜猜这盒

糖的
1

4
可能是几颗？

生：2 颗，4 颗，3 颗…

师：你能画图表示出这盒糖的
1

4
吗？

【教学思考】这个环节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引领学生通过操

作和思考，充分地感知分数的整体可以用一个图形表示，也可以

用一组图形表示，还可以用一组图形表示；二是为了后面学生感

悟单位“1”的意义和引出线段图做准备。

2. 议一议：图是否正确表示
1

4
？

（1）小组按要求讨论

出示小组汇报要求：图是否正确表示
1

4
？糖的总数是几颗？

它的
1

4
是几颗？有什么发现？

（2）小组汇报

生 1：我认为是 3 颗，因为 12 颗糖的
1

4
是 3 颗

生 2：应该是 4 颗，因为 16 颗糖的 
1

4
是 4 颗。

生 3：应该是 5 颗，因为 20 颗糖的
1

4
是 5 颗。

生 4：我们发现他们尽管糖的总数不同，拿出来奖励的糖也

不同，但是都是的关系。

师：你们真有发现的眼睛。其实无论有多少颗

糖都可以用这一个图形来表示。想一想，是哪个图？

生：线段图。（如右图）

师：能否更具体地说一说？

生：无论有多少颗糖，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这个线段图的意思就是把整体平均分成了 4 分，一份就是
1

4
。

【教学思考】本环节引导学生用线段图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

系，并通过对比让学生体会用线段图的优越性，为后面学习分数

的应用埋下伏笔。

3. 说一说：
1

4
的意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师：结合上面的线段图，谁能完整说一说这里
1

4
的意义吗？

生：把 12 颗糖平均分成 4 份，表示这样的 1 份就是
1

4
，有 3

颗糖

师：除了分糖，我们还可以分什么呢？

生 1：分书本，把 20 本书平均分成 4 份，表示这样的 1 份就

是
1

4
，有 5 本书。

师：同桌之间再举例说一说。

师：如果整体是 1 米呢？你能说出
1

4
的意思吗？

生：1 米的
1

4
表示有 25 厘米。

【教学思考】不论是一个饼，一堆糖，一个班级，还是一个

计量单位都可以看作单位“1”。一个计量单位对于学生而言比较

1

4

（　）颗

（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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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所以还可以进一步补充“1 米”“1 吨”的平均分，丰厚单

位“1”的外延，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和理解单位“1”。同时引导

学生回归到分数意义建模：分物对象不同，所分到的东西也不同，

却都可以用
1

4
来表示。

【片段二】由一到多 突出本质

师：看来同学们已经知道了
1

4
的意义。其实，这幅图除了分

数
1

4
 ，还隐藏着其他的分数。是什么分数？你是怎么得到的？

出示线段图：（右）     

生：
2

4
，
3

4
，
4

4
，
1

2

总结：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是几份，

可以用分数表示。

【教学思考】用同一个线段图，让学生发现不一样的分数，

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出分数的含义，把 1 份拓展到几份，从而归纳

出分数的内涵。并让学生初步感知
1

2
，
1

4
表示的线段长度是不一

样的，为下节课的分数单位的学习做准备。

【片段三】层层递进 深度理解

1. 下面的这些分数，选择合适的图表示出来，画一画

2 1 3 2 1 1

3 5 4 8 10 2

2. 在下面图中能找到
3

4
吗？说一说

3. 拓展题

一盒糖有 12 颗，分给 3 个小朋友，每人分得这包糖的（   ），

每个人分得（    ）颗。有 6 颗？有 3 颗？有 1 颗？你发现了什么？

（提示：可以用线段图表示题意）

【教学思考】本模块安排了基础、提升、拓展 3 大题。第一题

基础题，让学生有意识地先根据图形选分数，再涂一涂。但是这里

有 6 个分数却设计了 7 个图形， 让学生体会到同样的图形可以表示

不同的分数，同样的分数也可以表示不同的图形，在理解分数意义

的同时，为下节课分数单位做准备。第二提升题，桃树和梨树之间

的
3

4
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

关系，为后面分数的应用做铺垫。第三题拓展题，引领学生领悟“对

同一个分数而言，整体的数量不同，对应部分的数量也不相同的。”

既体会到分数表示部分与整体“关系”这一特点，又触摸了表示“量”

的分数，延伸了课堂，凸显了知识体系。

【片段四】前呼后应 活动总结

师：老师准备了两个盒子（A 盒子上有
1

4
，B 盒子上有

1

2
）。

我将拿出 A 盒子里的
1

4
拿来奖励，拿 B 盒子里的

1

2
拿来奖励表现

优秀的组。你们选哪个？（事实上无论是选哪一个盒子，得到的

糖的数量是一样的。）

【教学思考】与以往的总结不同，这个总结以分糖和表彰活

动为载体，再次巩固本堂课的重点：分数表示了部分与总体的关系，

整体不同，分数对应的部分也不同。这样的活动总结比单一的知

识回顾更让学生印象深刻。

教学启发

1. 寻找关联，构建新知

学习的本质就是知识的建构，其中皮亚杰的认知建构理论指

出，人的知识学习过程就是图式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同化和

顺应两种形式。顺应的过程就是接受新知识的学习过程，而同化

就是把新知识同化到已有的图式当中形成自身的新图式的过程。

通俗点说，学习的过程就是找相同和找不同的过程。

在设计新课前多反思几个问题：学生掌握了哪些旧知？学生

有哪些生活经验？知识之间或者生活和数学之间有哪些相同点和

不同点？是否起到了正迁移？如何避免负迁移？如何对知识进行

思辨整理？北师大版三年级分数初步的认识：分数的意义建立在

平均分的基础上；借助图形来进行直观的研究；侧重对分数表示“关

系”这一情况研究；……五年级的分数学习注重在生活实际中理

解分数的意义；借助更抽象的线段图来表达题意；需要在同一情

境中体会和辨别表示“关系”的分数和表示“量”的分数。

2. 系统整合，构建整体

新课标指出：“要注重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注重体现学生

学习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站在整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和整合数学教学资源。

北师大版教材中，本课没有涉及到单位“1”的内涵，也没有

涉及用线段图来表示分数。但是从横向思考，为了单元后面分数

单位学习和分数的应用教学，从学生知识生长的角度看，本节课

中单位“1”和线段图的渗透必要。从纵向思考，二年级上册“倍

的认识”也渗透了单位“1”（如果把一个看成 1 份，另一个就是

几份，另一个就是这一个的几倍）。把前后相关的知识系统地整合，

有利于学生知识自然的建构和发生。

3. 联结思维，深度理解

特级教师许卫兵认为：“数学知识是整体的，也是有结构的，

用整体性和结构化的思维引导数学学习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探寻知识联结，更要引导学生进行前后思维

的联结。比如：数形结合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把文字信息转化为图

形，从而帮助学生理解题意。从低段到高段，由易到难，我们要

逐步引导学生画图，提升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形象的图像的能力，

促进数学理解，发展思维深度，学会应用数学。

拓展题的最后一小题“如果老师这盒糖是 12 颗，平均分成 3 份，

平均每人分得这包糖（   ），每人分（   ）颗？”磨课过程中发现：

学生答案出现
3

12
，
3

12
颗，

1

12
，
12

3
等的错误比较多。因此，我

在学习单上出示了线段图，引导学生先画一画，再回答问题，旨

在引导学生用线段图来理解题意。

教学过程好比医生看病。如果单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办法，无疑是片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遇到问题“先看病症，

再查病因”，斟酌处方，自然能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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