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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研究

魏　玲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250014

摘　要：数学教学是落实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小学数学概念是数学基础知识中的基础。在概念教学中渗透核

心素养教育，通过概念的引入、理解、联结和应用四个阶段，促使学生体验学习的价值、经历形成过程、建构知识

网络和发展数学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内化数学思想、数学关键能力和品质在概念教学中真实发生，从而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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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数学知识的支柱，做好概念教学在整个数学

教学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小学阶段的数学

概念教学具有基础且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核心素养是

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教育的风向标。数学

核心素养是通过教育教学过程而实现的，它与数学教育

的终极目标有关。史宁中教授提出：“让学生学会用数学

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会用

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1]小学阶段的概念教学占极大比

重，概念是发展思维、培养数学能力的基础。基于核心

素养的小学数学概念教学有利于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一、小学数学概念的内涵

数学概念反映对象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本质特征

的一种思维形式，具体表现在学习定理、法则和公式的学

习中。要想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晰且具体的数学概

念，则必须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所反

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即反映对象“质”的特征；概念的

外延是适合这个概念的所有对象的总和，即反映“量”的

范围。例如，“三角形”的概念，内涵指“三角形”的定

义、性质及面积等，外延就是所有符合这种本质属性的图

形，如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

二、小学数学概念教学存在的问题

1.概念教学脱离情境

在数学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在具体的情境中

组织教学，教学的目标仅限于对概念的死记硬背，学生

记住概念后通过无层次的作业加以巩固。在此过程中，

学生并不理解概念的涵义及学习的意义，面对问题时往

往一脸茫然、无处下手。

2.概念教学孤立化

教师自身对“概念”没有形成结构化的认知，不能

将概念串联起来进行讲解，而习惯于把各个概念分开教

学。因此，学生掌握的概念往往是零碎化，各个概念间

没有联系。这不仅增加了学生记忆的负担，而且学生在

理解与应用概念方面也带来了困难。

3.教学起点没有建立在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上

教师在教学时不注重学情的分析，不关心学生已有

的知识基础与生活经验，因此，无法确定教学的真正起

点。概念的学习是对“概念”掌握的程度逐渐结构化和

深刻化，处于小学阶段的概念教学应是循序渐进、由表

及里的。但是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不顾学生的理解与掌握

情况，对概念的归纳过于仓促，学生尚未理解概念的本

质，教师已迫不及待地做出归纳与总结。

三、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策略

1.体验学习价值——在情境中引入概念

数学概念的学习是学生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的基础。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概念的引入是良好教学的开

端。概念的引入有多种方式，其中，在情境中引入概念，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学习热情，积极寻找问题

的答案，从而体验学习的价值。同时，情境创设也是培

养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1）在问题情境中引入概念

某位学者曾经说过：“在儿童的心灵深处，渴望自己

成为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

在情境中给学生制造悬念，以此激发学习兴趣与欲望。

可见，有效的问题情境才是优化的数学情境。在概念教

学中的初始阶段——引入概念，问题情境的创设同样是

至关重要的。核心素养是在一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知识、

能力和态度，只有在情境中才利于学生理解概念，形成

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真分数和假分数”一课中，罗鸣亮老师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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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真分数与假分数吗？什么样的分数是真分数，什么

样的是假分数？本节课应该学什么，如何学？对于真分

数与假分数还有什么疑问呢？”等一系列“问题串”作

为课堂教学的开端。罗老师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开放性

问题，通过一系列“问题串”引入概念，学生们具有极

高的学习热情、积极参与课堂，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定

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生提出

“真分数与假分数各代表着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意义、作用”等。由此可见，在问题情境中引入概念不

仅能使学生注意力集中、积极参与课堂，而且对“真分

数与假分数”这一概念产生求知的渴望，对数学概念教

学的深层次的	热爱之情油然而生。紧接着，罗老师提

出：“采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真分数与假分数？”学生们积

极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想法，最终探索出问题解决

的方法，并以此作为课堂教学的主线。罗老师以核心问

题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智慧，同时在提问时关注到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充分演绎了在问题情境中引入数

学概念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锻

炼并升华学生的思维。

（2）在生活情境中引入概念

数学来源于生活，这不是一句空话。在生活情境中

引入概念可将概念教学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成为二者

的重要纽带。

在“百分数的认识”这一节课中，数学特级教师张

齐华老师提到：“正常的百分数不会说话，但是当它在

具体的情境中就会变成‘会说话的百分数’”，在生活情

境中引入“百分数”概念，在生活实际中找出百分数来

展开课堂教学。比如，一件衣服的含棉量、鸽子肉中的

蛋白质的含量等生活中常见的表示百分数的例子。其中，

以生活中常见的啤酒为例学习百分数的概念，“啤酒中的

酒精含量约占多少？”引发了学生们的学习欲望与热情，

通过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借助已有知识找到答案，与

此同时，学生也懂得了学习“百分数”概念的价值与意

义。数学概念是从生活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与实际生活

相关联，经常“联系生活讲数学”，体验数学在实际生活

中的价值，可增进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使学生感受

到数学无穷的作用和魅力。

2.感悟知识本质——经历概念形成过程

数学概念的学习并不仅仅是背诵形式化、抽象化的

定义，而是要把握其实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

提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认识和思考是不

断深入的。”[2]这一观点在概念教学中，体现学生对概念

的理解逐渐深刻化、系统化。只有经历概念的形成过程，

才能理解并感悟其本质。同时，理解数学概念的本质有

利于掌握数学思想方法并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是培养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基石。既然数学概念的学习需

要“经历”形成的过程，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可以通过以

下三个环节来实现。

（1）操作感知，理解概念

现代教学论强调，要让学生动手做科学，而不是用

耳朵去听科学。[3]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主要以形象思维

为主，在学习数学概念时，单凭教师的口头讲解无法深

度理解，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通过动手操作可以

使学生的概念学习由形象变为具体，从而进一步理解概

念。《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学生在数学学

习过程中重视直接经验，处理好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

关系，能够积累基本的活动经验。[4]数学特级教师黄爱

华执教的“认识三角形”一课中，黄老师向学生们介绍

“三角形”的概念，让学生动手画出三角形，可以发现

大部分学生对于“三角形”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紧接

着，黄老师请同学们利用桌上的小棒摆出一个三角形，

学生结合自己动手围一围、画一画的三角形进一步感知

其概念，积累了关于三角形的直接经验，为抽象概括三

角形的概念奠定了基础。此时，学生对三角形的认识不

是纯粹的间接经验，而是将直接经验逐步抽象概括为间

接经验，从这一经历中获得更丰富的关于三角形的体验，

对“三角形”概念产生深刻化的理解。让学生亲自动手

操作得出结论，不但能使他们感受到数学的趣味性，更

增强了思维的灵活性与缜密性。

（2）对比辨析，内化概念

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对图形及其特征的识别水平

由直观化辨认逐步向概念判断水平发展，他们对事物的

理解能力还尚未完全形成。类比是获得发现的源泉，对

概念的辨析与同化，则是一种掌握数学概念的方式。让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揭示不同知识或事物的相同点，

辨析他们存在的易混淆点，从而展示新概念的本质属性。

即让学生在分析中对比，在对比中辨析、在辨析中内化

提升其概念。为了能使学生精确认识数学概念，教师在

教学时需要呈现不同事物或者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例让学

生辨认。如在人教版四年级上册“梯形的认识”，了解梯

形的基本特征后，可以出示“梯形、平行四边形”等四

边形让学生进行概念间的对比，明确差异；也可以呈现

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让学生辨认是否为梯形。通过对

概念肯定、否定例证的辨析，真正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使学生对梯形的概念获得较准确的知识内化，真正

使数学概念理解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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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表征，强化概念

在小学数学概念教学中，“多元表征”指教师引导学

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并阐述所学概念，如语言、图像、符

号等多种表征方式。通过多元表征可使抽象概念具体化，

有利于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概念。比如，在

“分数的初步认识”一课中，教师不仅引导学生学会用

数学符号表征，用数学语言表达“分数”概念及意义，

而且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图示表征。通过多种表征方式相

结合，使“分数”概念在学生的头脑中逐渐具体化，深

刻化，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把握概念的本质属性，而且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概念。

3.建立结构化认知——融会贯通各概念

数学概念之间不是孤立，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有联系

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有与其他概念相联系，才能生成和

发展。[5]数学概念是常常是“成片开发”的，小学阶段学

生的认知和思维发展水平尚未成熟，对于概念的学习还未

建立系统化的认知结构。在教学中要注重概念之间的联

系，融会贯通各概念，在理解概念本质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整体把握数学概念，使学生对概念的学习由点到面再到

体，在头脑中构建“概念图”。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概

念的理解更加深刻化，而且学生全方位的学习数学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感悟数学的

思想，体会到学习数学概念的意义，使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落到实处，让素养在知识建构中生长。

数学特级教师刘德武执教“小数的意义”这节课时，

学生理解“小数”概念后，刘老师从“整数”概念出发，

将“整数1”平均分成多少份从而获得“小数”概念，引

导学生将“分数”与“小数”概念建立联系，如“0.1表

示1/10”，刘老师通过展示由多个小正方体组成一个大的

正方体的动画图来表示二者关系，在刘老师的引导下，

学生经过不断思考与讨论，概括出“零点几就表示十分

之几，零点几几就表示百分之几...”。在这一教学过程

中，学生不仅能够联结两个概念，而且能够体会到整体

与部分的关系。在小学数学概念教学过程中，对于一些

有联系的概念，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概念间的联系，

以建立结构化认知。

4.培养数学思维——巩固应用概念

数学概念源于生活，存在于生活且应用于生活。数

学只有回到生活中，才会显示其价值和魅力。学生学习

概念的目的在于运用，表现为学生能够根据所学概念进

行思考与判断，用概念去解决问题。在巩固应用概念的

同时，也使学生的运用技能和思维能力得以提升，从而

体现了概念教学的应用价值。

在统编版三年级上册“平均数”概念的教学中，俞

正强老师出示生活中常见的数学问题（如下图所示）与

同学们一起共同探讨。在教学中，俞老师引导学生剖析

题中的数据，“15秒太慢；尽管14秒跑出的次数最多，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慢；10秒太快，可能下次达不到这个

水平...”，最终探讨出问题的答案。在整个课堂环节中，

俞老师不断引导学生把握平均数的特点，在最后强调

“平均数”表示真实的能力水平，并进一步理解平均数

的实际意义。一个概念摆在桌上，它始终知识一个概念，

不是活的，让学生去论证它，他才能真正的实现在教育

方面的价值。巩固与应用概念的过程不仅使理解更加具

体化、深刻化，而且用概念去解决问题也是培养数学思

维、提高综合能力的过程，从而提高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小学阶段的概念学习是学生走进数学，领悟数学思

想的重要基石。李邦河院士曾说过：“数学根本是玩概念

的，不是玩技巧的，技巧不足道也！”[6]总之，核心素养

下的小学数学概念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

念，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起点，在具体情境中展开

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建立数学概念并理解本质，建立

系统的概念体系。然后在实际生活中巩固应用概念，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与问题解决能力。即数学概念

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知识与内涵，更重要的是培养

数学思维能力，提升核心素养，以此促使核心素养在教

学中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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