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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小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积累的教学策略
陆诗靓

（重庆市长寿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重庆 401220）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将“基本活动经验的获得”确定为四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让学生获得数学

活动经验，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的核心目标，自然也是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因此，为了保障学生能够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提升其数学素养，

就需要有充足的基本活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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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宁中教授指出：“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包括思维的经验和实

践的经验。”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数学活动，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以完成一定的数学学习任务为目的，通过操作实践、观察比较、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类比联想、语言交流等方式进

行数学学习和数学应用的行为实践活动、数学思维活动、情感体

验活动，增强学生对数学活动过程与学习方式的体验，感悟活动

过程中蕴涵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促进学生逐步形成一定的数

学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进而建立一定的数学直觉。

一、以认知水平为起点，创设数学活动，找准经验生长点

2011 年版《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活动，必

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之上。”学生

已有的经验（包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数学认知经验）既是学习的

起点，也是产生新的经验的前提和基础。

（一）唤醒经验，领着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

数学活动应基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有效连接已有的认知

经验，让学生能利用已有经验推动新知识的学习，促进新的数学

活动经验的产生。

例如，教学《负数的认识》这节课时，可以设计四个基于已

有生活经验的数学活动：一是借助微信账单引入正数、负数。通

过说负数、读负数、写负数、画负数层层推进。先从学生已有的

正数的读写经验入手，让学生初步感受正、负数显性层面的区别。

在学习过程中，沟通加号、减号，正号、负号的区别、联系；二

是“在生活中哪里见过负数”唤醒学生生活中见过的负数的影子。

温度计、电梯、账单、抢答比赛、海拔高度，让生活中的负数在

头脑中逐步显现；三是负数意义的理解，正、负数的分界点的建

立，提供丰富的素材，采取多种策略，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分析、

辩论等多种思维活动，帮助学生去掉非本质属性，抽取本质属性，

内化对概念的理解；四是辩论 0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0 是正数还

是负数的理解，通过辩论，加深了学生对“0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

负数”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发展学生的抽

象思维能力，组织学生讨论，思辨，越辨越明。这四个数学活动

充分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实现了生活经验与数学学习的

内化。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认知水平为起点，设计直接联

系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数学活动，找准经验的最近“生长点”，

使学生获得最具数学本质、最具价值的数学活动经验。

（二）数学活动应激活学生的思维链

在数学活动中，学生大致需要经历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类

比联想、推理判断、猜想验证等过程，在数学活动中促进学生进

行数学思考和数学交流，训练思维品质。

例如，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这节课时，可以设计两个数

学活动，首先，给出不同类型的三角形，让学生凭直觉猜想三角

形的内角和可能是多少度。其次，学生动手实践，通过用量角器量、

剪拼成平角、折一折的方法探索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 度。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通过猜一猜、量一量、折一折，获得了“三角形

的内角和是 180 度”的直观感受，不仅掌握了新知识，还获得了

感性的操作经验。经历“猜想—探究—验证”的过程，不仅可以

培养学生概括抽象的数学核心素养，在参与观察、猜想、证明等

数学活动中发展合情推理能力，而且可以促进学生清晰、准确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体会数学概念的来源以及任何一个名称都是有

道理的，培养理性的数学思维与数学素养。

二、经历丰富实践活动，形成数学活动体验

课标中提出用“经历”“体验”“探索”等过程性目标刻画

出学生数学的活动水平，并使之成为学生的一种学习能力。因此，

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让学生亲身体验如何“做数学”，

如何实现数学的“再创造”给学生留下“最具生长力”的活动经验。

例如，在教学《克和千克》这节课时，学生对质量单位的生

活经验和认知储备不够，无法形容 1 克和 1 千克是多重。质量单

位不像长度单位那样直观、具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验来感知。

因此，要是孩子建立正确的克和千克的概念，必须在反复的实践

体验活动中逐步建立。活动一，课前先通过调查，让学生对克和

千克为单位的常见物品有个初步认识，感知生活中较轻的物品用

克做单位，较重的物品用千克做单位。活动二，通过掂一掂、估

一估、称一称等动手实践活动感知 1 克和 1 千克的概念，在称物

品的同时能根据物体的质量选择不同类型的秤。在数学活动中，

教师将静态的知识结论转化为动态的活动过程，使学生亲身经历

知识的形成过程，在亲历中体验，在体验中积累基本活动经验。

三、结语

总而言之，数学教学中的活动经验积累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

程，同时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数学知识进行积累的过程，因此，

教师应当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进行

积极的关注，使学生利用数学活动经验来进行新的数学知识的学

习，提升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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