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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中 10以内数的认识单元整合教学的探索 
黄伟  

(江苏省常熟市义庄小学)    

摘要：幼小衔接指的是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特征不尽相同，解决好幼儿教育与

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对于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深远的意义。“0-9 的认识”是幼小衔接中遇到的第一个学

习内容，本文通过有趣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在单元整合的学习中体会理解数的意义，渗透分类、认识图形、找规律、比大小等，在活

动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学习数学思想方法，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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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一年级上册有“0-9 的认识”，这次的教学对象是幼儿园

大班的孩子。首先考虑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看教学对象，要体现

幼小衔接，要做好学习习惯、学习方式、学习能力等的衔接。看教

学内容，要体现课程整合的理念。苏教版一年级上册认识 10 以内

的数，分 1-5 的认识、0 的认识、6-9 的认识、10 的认识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认识数都包括基数含义、认读写、数的顺序、大小比较、

序数含义和组成，基于每个阶段认识数都包含相同的知识点，所以

整合成“有趣的数字王国”这一主题活动。 

教学目标确定为：一是理解数的意义；二是渗透分类、认识图

形、找规律、比大小等。目标一是本节课的重点。目标二由于在一

年级教材中都设有独立单元，这些内容学生接触较多，难度不大，

渗透在平时的教学中。 

大班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及一年级学生，所以教学的内容适当减

少，主要放在分类与数意义的理解两大板块。幼儿园学生的学习以

活动为主，所以要改变学习方式，两个内容对应两次主题活动，在

活动中各有侧重，如分类采用小组学习，组内统一；数意义的理解，

独立学习，组内不统一。三是学习材料包含颜色、形状等元素，简

约又丰富。让学生在充足的时间与活动空间中聚焦课堂。 

【片断一】 

一、检查引入，出示课题 

师：小朋友们看看桌子上，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什么？（以下材

料会无序摆放） 

 
学生观察，看到数字卡片。 

师：老师想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张数字卡片，可以怎么办？ 

生：可以数一数。 

师：请小组长和小组里的小朋友们一起数一数，看哪一组数得

又对又快。 

学生小组活动  

生：一共 20 张。 

师：你们组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数得这么快？ 

生：因为我们数好后，用加法算。 

师：他们合作得很好，四个人数的加起来。这些数字你们认识

吗？ 

生：1、2、3、4……  

师：零，这个字认识吗？（有些学生不认识) 

师：谁来教教他们？ 

生：这是零。 

师：小朋友真会学习，认字真多。 

今天老师就和大家一起用这些可爱的数字来做游戏。看看数字

朋友会带来什么有趣的问题呢？ 

【思考】学生看一看、数一数、读一读卡片，以检查的方式引

入新课，在较短的时间内激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片断二】 

二、尝试整理，渗透分类 

师：这里有两个房子，把这些数字分成两份，分别住到这两个

房子里去，你打算让这些数字怎么住呢？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这些

数字，静静地想一想。 

师：我们一起来作个约定：小组长和大家一起商量，怎样的数

字可以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商量好后，小组长再到老师这儿拿房子，

然后一起分。分的时候不能抢，也不能一个人分，要四个小朋友一

起分。 

学生小组合作进行分卡片活动。 

师：老师看见小朋友们有很多方法，而且第一组他们还来帮老

师这里也分了。小朋友们想不想把你的好方法告诉给大家？ 

生：我们觉得用圆形和正方形太简单了。我们就用了写数字的

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是认字的方法。 

师：这是写数字的方法，以后我们小学数学课上用的叫数字，

小学语文课里用的叫汉字。跟这个小组一样的有吗？小组长拿上

来，我们一起来检查。 

师：刚才三个组是按照数字和汉字来住房子，有没有和他们组

不一样的方法？ 

生 2：我们是用颜色来分的，按照黑色和红色来分。 

生 3：按照单数和双数来分。 

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生：（齐）1、3、5、7、9，2、4、6、8、0。 

师：这种方法你们看得明白吗？ 

生：这是按形状来分的，正方形、圆。 

师：这是按数字和汉字来住房子的。这是按颜色来住的，刚才

这组把数字按单数、双数来住房子。 

师：如果要按单数和双数分，这里 1、3、5、7、9 是单数，那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三、五、七、九啊，我们把它拿上来，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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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零，让它们到这里。同意吗？ 

师：刚才我们让有一样特点的住同一个房子里。小朋友真能干，

帮数字朋友找到了家。 

  
按汉字、数字分   按单数、双数分   按红色、黑色分（略） 

【思考】学生先独立观察、思考，再小组商量确定分法。小组

反馈时，按汉字与数字、颜色与形状分，没有异议。在按单数、双

数分时，由于学生对汉字不熟悉，只把数字按单、双数分了，在没

有说明的情况下，学生会认为也是按数字、汉字分，后来经过引导

进行调整，按单数、双数分就清楚了。通过动手分类，体验分类的

过程，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确定分类的标准进行分类，初步体验

分类的标准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片断三】 

三、画画体验，理解意义 

齐读：1、2、3、4、5、6、7、8、9、0  

师：你喜欢哪个数字？ 

生：我喜欢 5，因为 5 有点难写。 

生 2：我喜欢 6，因为 6 很好看。 

生 3：我喜欢 9，因为我生日是 9 月。 

师：那考考你们，5 表示什么？ 

【思考】每个学生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数字，而且有自己

的理由，如书写字形、排序、生日等。这样设计再次激起学生的兴

趣，为研究意义的理解作好铺垫。 

生：5 表示 5 个手指。    生 2：5 个苹果（画 5 个苹果，并写

上 5） 

师：5 可以表示 5 个手指、5 个苹果。5 还可以表示什么？ 

师：我们已经知道了 5 表示什么。6 表示什么呢？7、8、9、0、

1、2、3、4，这里的每一个数字表示什么呢？请小朋友选一个自己

喜欢的数，想一想它表示什么，再用水彩笔把数字表示的数量画在

卡纸上。      

学生进行画图活动后反馈。      

师：你画了什么？用什么来表示？      

生 1：我画了 6 个香蕉就用 6 来表示。      

生：我画了 6 朵花。      

生：我画了 6 个小人。      

师：他们画的内容都不同，为什么都可以用 6 来表示呢？      

生：因为这些数一数都是 6 个。      

师：不管你画什么，只要画出 6 个，就可以用 6 来表示了。除

了小朋友们画的这些，6 还可以表示什么？ 

…… 

师：这里有了 1、2、3、4、5、6、7、8，还有什么数字的画没

有呀？ 

生：还有 9。 

师：9 可以表示什么呀？我们在心里给它画幅图好吧？  

师：这是谁画的啊？介绍一下作品。 

生：这是 0，盘子里没有东西。 

师：盘子里没有东西，可以用 0 来表示。 

师：我们认识了这些数字，还会用画图来表示它的数量，数量

是几，就用几来表示。 

【思考】学生从数字 5 入手，在经历画的过程中理解数字表示

的意义。学生主动学习，部分学生选多个数字，分别表示不同的数

量。学生在自己会表示的基础上，检查他人的错误并修正，进一步

理解数字表示的意义，感悟到只要数量是几，就用几来表示。 

【本课思考】  

这节课借幼儿园大班孩子上课，学习对象相当于一年级新生。

首先，要有一种适时放低心态。幼儿园大班孩子喜欢活动，比较自

由，倾听能力相对弱些。小学教师布置任务主导性强，细节少细腻。

这对矛盾怎么解决呢？一是教师表达要具体明确，二是让学生重复

教师要求，三是教师要用心倾听，不能随意打断学生发言。让学生

体会到教师的尊重，学生就会在教师的示范下潜移默化，学会倾听。

对学生敢放手，敢用活动形式代替课堂教学。如分类第一次实践指

名独立分到第二次实践小组主题活动，能从多维度分、并分得又对

又快。 

其次，要有一种接纳异音意识。当学生出现不同的声音时，教

师不能置之不理，而要停下来给学生时间。如在分类时，展示分法

后，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们小组不是按数字、汉字分的，是

按单数、双数分的。”此时所有学生的眼光集中到这种分法，原来

这小组把数字按单数双数分了，汉字都在一起。在教师引导下，把

汉字也按单数、双数分，学生达成共识。虽然多花了几分钟，但学

生都能安静地听、看、想，难能可贵。学生很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要学会耐心地等待。 

再次，要有一种探究本质的习惯。幼儿园学习数学，主要是认

识和感知，而不是对知识提取和抽象。而小学一年级教学，学生在

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提炼与抽象，突出数学本质。所以如分类

时，学生经历观察、分类、反馈，知道有一样特点的可以住同一个

房子，不一样特点的不能住同一个房子。又如“理解数字 6”，从图

到数，提炼出只要数量是 6 个，不管画什么，都可以用数字 6 来表

示。再由数到图，6 还可以表示什么？通过具体到抽象，抽象到具

体两个层次理解数的意义，突破本节课的难点，这是归纳推理和演

绎推理的萌芽。最后，有一种整合思维的理念。“0-9 的认识”这节

课，是将 1-5 的认识和加减法与 6-10 的认识和加减法进行单元间

的整合，整合后的教学比按教材按部就班地教学更有挑战性，更尊

重学生的起点。 

所以幼小衔接教学可根据学生的起点和认知规律，可适当进行

单元间，单元内的整合，借鉴主题活动的学习方式，在联系中学，

在活动中学，在开放中学。教材整合后，学生有更充足的时间经历

活动，拓展知识，发展思维，提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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