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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研究报告让核心素养成为我国课程改革的热点。如何

把这一理念落实到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数学游戏课”是一种较好的教学形式。本研究以数学游戏为载体，以学习数学知识为基

础，以培养数学核心素养为目标，探索数学游戏课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为数学教学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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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Core

Literacy (2016) has made the core literacy a hot spot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How to put this idea into practice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hematics Game Class" is a good teaching form. This study takes mathematical games as the carrier, takes

learning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s the basis, and aims at cultivating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design of mathematical games, and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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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研究与问题缘起

“素养”一词源于《汉书·李寻传》，而“素养”具有“能

力、技能”之意是出现在《后汉书·刘表传》：“越有所素养

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1997年启动 DeSeCo项

目，提出了“核心素养”概念[2]。而“Key Competencies”[3]

的首次使用是在 2002年 3月欧盟发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核

心素养》中，以“能力”为研究基础。纵观古今中外，对于中

文译文“核心素养”也是符合其内涵的。而“数学核心素养”

是什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高中数学

核心素养分为以下六个要素，即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

模、数学运算、直观想象、数据分析[4]。目前，数学核心素养

还没有统一的界定。马云鹏认可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版）》中提出的数感、符号意识、推理能力、模型思想、

几何直观、空间观念、运算能力、数据分析观念、应用意识、

创新意识十大核心词理解为数学核心素养[5]。笔者赞同这一观

点，并确定以此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聚焦“数学核心素养”，

近几年的研究可以用火爆来形容，但结合数学核心素养进行教

学设计等微观研究较少。笔者作为一线的小学数学教师，有十

几年的教学经验和学校多年校本研究的积累，常常思考能否把

数学核心素养研究落实到数学教学实践中……

希腊语中，游戏（Paidia）和教育（Paideia）这两个词的

词根是一样的，都指称儿童（pais）的活动[6]，说明游戏是具

有教育意义的。数学游戏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百鸡问题”、

“七巧板”、“华容道”等游戏流传至今，但迄今为止，国内

外还很少有人将数学游戏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系统的理

论研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数学

的教学目的是使儿童获得一些数学的感性知识，激发他们学习

数学的兴趣和培养他们的数学能力，使学生敢于大胆开口说数

学[7]。数学游戏是数学知识与游戏形式的有机结合，通过游戏

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的准备状态更放松，通过直观感性的

材料，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这是笔者作为小学

教师心中所追求的理想课堂。而数学游戏课教学因为其特点能

体现这样的教学理念，把小学数学游戏课与数学核心素养结合

起来，会给小学数学游戏课的教学设计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

势必会给数学游戏特别是小学数学游戏课的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拓宽数学游戏课程更大的宽度和厚度。

哪些数学游戏适合小学生？数学游戏中的哪些地方能体

现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希望这样

的研究能让学生更容易体会到数学里纯粹、深刻、全面、系统

的思维艺术，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2 小学游戏内容设计细节

根据前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笔者从数学核心素养的视

角，对数学游戏课教学设计框架进行构建，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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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学游戏内容设计定位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的自主发

展，是“知识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体现。根据年段的

不同有所侧重。低段以“好玩”为主，我们进行数形结合、动

手操作、直观演示类的游戏课设计；高段以“会玩”为主，进

行逻辑推理、决策类游戏，以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形式来设计

开发数学游戏课。根据各学段学生思维能力特点对自主创新的

游戏课内容进行课内外实践、修订和创新，在实践活动中探索

关于数感、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推理能力、模型思想、符号

意识、运算能力、数据分析观念、应用意识、创新意识指向数

学核心素养培养的内容研究。

但很多游戏内容在体现数学核心素养上还是有一些参考

价值，故对内容开发的细节进行呈现，希望能为实践研究提供

一些素材。

2.1“数感”的培养

数感表述为“感悟”既有感知的成分又有思维的成分，可

以理解为数的具体感知和抽象思维的统一。游戏课不是局限于

“经验型”的引入，仅仅是课堂教学中的一小部分，而是探索

设计完整的一课时的游戏课。这样的安排让课堂上有足够的时

间和容量来拓宽游戏的宽度和厚度，让学生更多地从了解到熟

知游戏规则，再到有自己的想法和各具特色的策略。四年级游

戏课《回文数》一课中，寻找生活中的回文数环节就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在体验生活和比较分析中逐步发现一些相关的内容：

任意某一个数通过以下方式相加也可得到如：29+92=121，不

过 196 这个数还没有发现此类特征；个别平方数是回文数，1

的平方=1，11的平方=121，111的平方=12321，1111的平方

=1234321，这些情况学生在计算时可能就只是觉得是一个数而

已。在这节游戏课中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就会有意识去找其

中有没有回文数，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回文数，从而培养数感。

一年级数学游戏课《填数游戏》是在五年级《数独》的基础上

修改的一节游戏课，它更适合一年级学生年龄特点。“数独”

的意思是“单独的数字”或“只出现一次的数字”。来源于瑞

士，后在日本很流行，有四宫数独、六宫数独和九宫数独。

在这两节课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策略时，老师专门设

计了这样的练习题：从出现的数字中快速填出缺少 1-9中的哪

个数字？

75684921缺（ ） 35476192缺（ ）

数感是这几节数学游戏课教学的基础，当之无愧为数学核

心素养核心词中的基础。

2.2“空间观念”的培养

学生空间观念的表现，主要是在所学的几何形体的名称和

特征之间建立起可逆的“刺激-反应”。二年级游戏课《分物游

戏》中就是利用摸一摸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正方体、长方体的

特征和不同，找到之间的共性。区别球和圆柱的特征，在关注

不同同时，有意识引导学生找相同点。《旋转游戏》一课，因

为有了一节课充分的时间，在学生从观察实物旋转的过程，在

足够的体验中再去想象一些平面图形旋转后的结果。从在一个

平面上的旋转，上升到三维的图形，先实物操作，在到想象，

逐步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图 2

2.3“几何直观”的培养

几何直观最直接的体现是一年级认识数时，我们把实物抽

象成图形，再抽象出数字，这本来就是人的认知上的一个质的

飞跃。在计算 减法 6-2=？时，表现形式是让学生更清晰的感

觉到了算法，也更简单，直观。

图 3

游戏课《火柴游戏》中讨论必胜策略时，也是需要用画图

的方式找到规律的。

例如：2009个小方格排成一行，从左起第一格放一枚棋子，

http://www.so.com/s?q=%E5%B9%B3%E6%96%B9%E6%95%B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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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次可移动 1格、2格或 3格，将棋子移到最后一格者获

胜。请制定出必胜策略。

图 4

2.4“运算能力”的培养

笔者和一些中学老师特别是初中数学老师交流过，最希望

数学教学中运算能力能放到重要的位置，也是“数学知识技能”

中的重中之重。但他们觉得现在的“速食”时代，和各种数学

培训班的“模式化”教学，让孩子们能静下心练习运算能力的

机会有所减少。再加上运算能力的练习又有些枯燥，学生的兴

趣不高，出现了小学毕业生普遍运算能力下降的现象。鉴于这

种现象，笔者设计了低中高学段的以运算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

的数学游戏课。一年级的《扑克牌游戏》，三年的《24点》，

五年级的《国际数棋》就是非常适合学生提高运算能力的课。

一年级的《扑克牌游戏》一课，孩子们用扑克牌算加减，玩得

非常开心，在玩游戏中就熟练了计算。三年级的《24点》，对

孩子们计算能力的练习更全面，加减乘除都需要用到。而《国

际数棋》则是在练习计算熟练的基础上还有了策略的渗透。孩

子们不是摘不到天上的星星，只是不知道去天上的路怎么走。

我们借给他们一副“天梯”，他们就一定可以找寻到解决的办

法。看到孩子们在这些练习运算能力的游戏中，发自内心的笑

容。真正的觉得找到了做数学游戏课的意义。

2.5“符号意识”的培养

数学中符号意识和数学概念的建立同样重要，最典型的是

“+”“-”“×”“÷”符号的引入，关系符号“＜、＞、=”

的引入，以及“字母表示数”的学习，让学生初步感悟符号表

达的优势与作用。在《重复的奥秘》一课中，学生会慢慢感觉

到用符号比文字和画图更简洁和明显，从而理解数学中符号化

的必要性。

2.6“推理能力”的培养

推理能力的发展应贯穿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二年级数

学游戏课《扫雷》，课堂中让学生体验雷的随机性，理解游戏

规则并找到游戏方法，完成游戏，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如在

根据提示确定周边雷的个数时，哪些地方一定是雷，哪些地方

还需要进一步推理，这都是在逐步地思考和分析下进行最后得

到结论。我们在培养低段学生推理能力时，一定是在学生有大

量的实践和操作经验后引导孩子去试着做出推理的。三年级的

《生活中的推理》一课中，以合情推理为主线，让学生建立优

化思想，把合情推理作为一节课的目标展开教学。“沏茶问题”

和“烙饼问题”，是让学生从情景出发，经过合情推理，得到

最优化的方案。例如：出示问题“每次最多只能烙 2张饼，两

面都要烙，每面三分钟，怎样才能尽快把三张饼烙好？”这堂

课以游戏和实验为载体，学生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动手、

动脑发现，经过反复的实验、观察发现其中蕴含的数学知识，

最终促进学生知识的内化。五年级数学游戏课《数独》和《巴

什博弈》也是把推理贯穿始终的。《数独》一课教学的展开是

从简单入手，四宫数独数字少，学生从每行、每列、每宫去观

察，容易上手，学生能快速找到方法，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在

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就会不自觉地开始用假设、排除、确定的

方法进行推理，推理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到了六宫和九

宫时孩子们自己发现方法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逐步让孩子

们用推理的思想方法去尝试、调整、确定。

图 5

2.7“模型思想”的培养

模型思想是十个核心词中唯一一个以“思想”指称，说明

模型思想是数学基本思想之一，数学模型可以认为是借用数学

语言描述我们的大千世界。小学数学阶段模型思想的建立，一

般为：1.从生活中抽象出来；2.运用数学语言数学方式进行描

述；3.建立数学模型；4.应用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中。以一年级

最开始学的加法为例：河里有一群鱼游来游去是我们生活中常

见的现象，我们发现左边有 6条，右边有 8条（这就是用数学

的语言进行了描述），提出问题：一共有几条？列式解答：

6+8=14，这就是一个建模的过程。那以后遇到算一共有多少？

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知道可以这样解决了。《扑克牌中的

数学》用到了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可能你在开始玩的时候会

觉得运气是输赢的关键，其实很多扑克牌游戏是有一些固定的

模式，有取胜策略的。也会用到数学的模型思想。

2.8“应用意识”的培养

应用意识通俗易懂讲就是数学知识现实化与现实问题数

学化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奇妙的数学眼光拓扑》一课学生

粗浅地认识了拓扑学，孩子们发现了甜甜圈与杯子是同胚的，

找到原因后学生也会很有兴致地继续寻找生活中的同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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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意识用数学的眼光来看我们千变万化的世界。《一笔画》

一课的很多素材都来源于生活，人们可能从来没有往数学方面

思考过，可是就在我们对这些现象进行整理后发现了其中的共

性，从而变换为一个典型的数学问题，进一步印证了数学来源

于生活。生活中我们用到的数学理论知识不多，而更多的是这

些数学素养对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神奇的莫比乌斯

带》一课，笔者在试讲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让学生动手做一个

莫比乌斯带出来，他是感受不到它的神奇的，也绝不会对它有

什么兴趣的。而在我们的实际课堂上，学生建立了空间观念后，

是会主动去应用的。他会不断地尝试，沿中线剪开会是什么样

子？三等分线呢？四等分线呢？所以最后课堂的场景是下课

铃声过了很久，孩子们还是没有停下探索的节奏，这就是数学

的魔力！

2.9“数据分析观念”的培养

有学者指出，小学阶段的数据分析观念主要是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经历调查研究，小学数学课堂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过

程，而这些调查的过程很多时候也是和数学游戏结合起来的。

我们在学习认识圆周率时，就是请学生找不同的圆形的实物，

比如硬币、瓶盖、茶叶盒……用测量的方式找到周长确实是直

径的 3倍多一些，从而得到圆周率的结论。学生有了数据分析

观念，对知识的理解就会更深刻。笔者觉得数学校内教学和课

外辅导班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注重知识生成的过程，这样的引

导式教学远比让学生死记几个公式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更有

利；二是对数据随机性有初步的理解，还以刚才圆周率为例，

学生可能在每次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完全一样，但大家经历了

这个原始的随机的过程，反而更能接受最后的结论，甚至会有

和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产生共鸣的感觉；三是了解数据分析的

特点，根据问题选择不同的方法。以数学游戏《魔方》一课为

例，只有自己在玩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多次对数据进

行分析，才能总结出各种的公式和方法，最终出现了各种还原

的秘籍。没有体验这个分析过程，你是学不会魔方的。所以魔

方的学习对孩子数据分析观念的培养也是大有裨益的。

2.10“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意识的培养应体现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之中。基础、

核心、方法可以说是创新意识的三要素，小学生在数学学习中

的创新不是创造，而是有创新的意识。有学者指出，应以激趣、

质疑、多思、动手这四个方面为指导原则。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再猜想验证。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创新

意识”的培养落到实处。棋类游戏课《五子棋》和《独立钻石

棋》就是在学生在了解游戏规则后，自己的不断尝试下发现了

一些棋局，再研究这些棋局如何攻破。我们有一些策略和前人

留下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在很多时候，每一次的棋局都有可能

不一样，激趣、质疑、思考、动手验证确实体现得淋漓尽致，

学生在这些游戏中找到了方法，也激发了兴趣。《有趣的七巧

板》也是让学生各展所长，可以拼出房子、小鸟、飞机等，还

有人拼出了守株待兔这个故事，不得不佩服学生的想象力，最

重要的是达到了对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的目的。

一节数学游戏课有多个点尝试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进行

培养，这里只是对一些数学游戏课的教学内容设计进行介绍。

这只是一种尝试，在之后若干年的不断实践中还会更加科学，

更加完善。游戏课的教学设计也在不断地开发中，虽然有时候

也会出现瓶颈，但笔者会一直坚持。不管有多困难，看到游戏

课上学生发自内心的笑容和投入的热情，给了我继续研究的勇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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