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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亮点  灰点  着力点 
——利用数学绘本助力低段学生数学学习分析 

◆潘世华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摘要：数学绘本除了具有绘本的属性外，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数学元素，
适合引入低段学生的数学学习，本文通过数学绘本存在的亮点，灰点和

着力点，多方面分析，为教学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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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绘本是什么？是图画书！它凭借精美的绘图、简洁的语
言，独特的构思，被公认为适合儿童教育的读物。数学绘本除了
具有绘本的属性外，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数学元素，隐含着丰富
数学思想，将故事内容的推动与发展和数学概念紧密结合起来。
把它引入儿童的数学学习，值得我们一线数学教师探索，下面结
合自身的思考谈一下几点看法。 

亮点 
一、数学绘本讲故事，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兴趣是直接推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数学要让学生真正

地从内心去喜欢，就要体现一个“趣”字。数学绘本就是根据儿
童的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以有趣的故事为串联，以直观的图
画为载体，使原来枯燥、抽象的知识变得生动，使冰冷的数学变
得温暖、可亲。 

如《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这一绘本，讲述的是勇敢的公主，
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与智慧，经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乱
七八糟魔女之城，救出了迷失方向的王子，还对魔女城进行了整
理排序……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犹如安徒生童话般，
充满绮丽的幻想。 

当儿童融入故事情节，与主人公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时，所
遇到的数学问题自然就能激起他们探索思考的兴趣。 

二、数学绘本阅读，能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就曾提到如何个学

困生辅导的问题，他建议，当学生出现学习跟不上的问题时，教
师不要就题论题地讲知识点，而应该留出时间，让孩子尽量扩大
阅读量，为他精确理解某个概念提供有力的支持。没有阅读能力
的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有明显的缺陷。 

数学绘本恰是孩子人生第一本可以阅读的数学书，它以鲜艳
的色彩，童趣的图画，快速吸引学生的眼球，勾起阅读的欲望；
言简意赅的文字，降低了阅读的难度，更为将来的进一步数学阅
读打下良好的基础。 

灰点 
一、目标定位不准确 
数学绘本从年龄段上划分，有适合幼儿学前阅读的，也有适

合小学生阅读的，甚至有些适合成人翻阅，一般考虑到市场销售，
数学绘本往往会定一个比较宽泛的年龄段，给小学生造成一定的
阅读障碍。 

二、数学知识点融在故事情节中，容易被忽视 
有些学生会被绘本精美的画面和有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

忽视绘本所隐藏的数学知识元素，把数学绘本看成了一般的文学
类绘本，从而失去了看数学绘本的意义和价值。 

着力点 
鉴于以上思考，我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合理选择 
1、选择符合学生心智的数学绘本 
低段孩子识字还不多，对于大面积出现文字或者文字比较深

奥难以理解，他们总是比较浮躁，不能静下心来好好想。因此，
在选择绘本时，教师要广泛阅读，精选适合学生心智的数学绘本，
让他们感觉到数学就在身边，引导参与到数学学习中来。 

2、选择情节和数学教材相辅相成的数学绘本 
绘本往往由多幅图组成一个故事，我们选择的绘本最好和我

们的数学教材有关。这样能有机渗透数学概念，与我们的数学学

习相辅相成。 
二、保证时间 
数学绘本不是数学教材，学校没有固定的课节时间安排，我

们可以利用学校的午间管理时间，像语文阅读一样，进行数学绘
本阅读，进行定期开展数学阅读分享，并建立“阅读打卡”机制，
让数学绘本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三、关注几个问题 
1、妥帖运用数学绘本，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利用一些和教材贴合度高的数学绘本，促进学生数学学习。 
如，在教学二上数学“测量”这一内容之前，先引导孩子课

外阅读绘本《我家漂亮的尺子》，故事融入的数学元素主要是自
然测量——身体上的尺子，讲述了小美一家一起用手、用脚、用
胳膊等身体部位来测量长度，让学生明白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一
把尺子。通过课内外结合，让孩子明白数学离我们很近，生活处
处有数学，培养数的应用意识。 

又如，《蜘蛛和糖果店》通过数据分析，透视着统计概率；
《最小的风妖精》，融入数的运算，透视着数感…… 

一个个数学绘本，把数学核心概念完美演绎，丰富了学生的
数学体验，教师只要通过合理的方法引导，选择合适的时机，都
可以利用绘本，强化学生的数学认知，提升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2、使用数学绘本，过程一定要“不功利” 
有专家提出：绘本的阅读，要秉持功利的目的，不功利的过

程。也就是说教师要把握好数学绘本阅读和数学课堂教学之间的
关系，把课堂教学的“功利目的”隐于不功利的绘本阅读过程中。
不急于求成，适量阅读，有序阅读。 

有不少的教师和家长意识到数学绘本对孩子的教育效果很
好，于是大量购买，一股脑儿地抛给孩子，甚至把绘本内容当成
例题来学、当成练习来做。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会让学生对绘
本阅读产生反感，背离了以绘本激发数学学习兴趣、寓教于乐的
初衷。 

其次，在低年级绘本阅读时，教师不要时时提醒：这个绘本
的内容是以后要学习的知识，要好好理解。否则，孩子会产生沉
重的负担感，反而达不到这种“看似无意却有意”的教学效果。
运用数学绘本辅助教学，我们要做的是——坚持读数学绘本给孩
子听。 

另一方面，时间上不急于求成，要“顺序阅读”。我们应该
根据学生的认知来选择绘本，有序安排阅读时间。比如《鸟儿鸟
儿飞进来》是关于乘法的绘本，不仅要安排在学习乘法之前一段
时间阅读，最好还安排在学习了加法之后阅读，因为加法是乘法
的基础，有了这部分知识的铺垫，学生阅读绘本才会没有理解的
困难，达到水到渠成的学习效果。 

3、关注“非知识因素”，注重情感滋养。 
数学绘本阅读，获得的不仅仅是数学知识，更是情感的体验，

人文的滋养。 
例如，《宇宙小子》讲述一个叫吉姆的男孩，为了参加太空

夏令营想尽办法收集 10000 张能量棒包装纸的故事，他去哪找这
么多的包装纸？他又怎样把包装纸数清呢？故事围绕着梦想，我
们不断被主人公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染，
达到了价值观的引领——有梦想、坚持、感恩，让儿童在数学绘
本阅读的浸润中成长。 

再如，《小猫托托买鱼记》在传递倍数知识的同时，更埋下
“孝”的种子，《和邻居亲密相处》洋溢着关心与分享…… 

许许多多数学绘本的背后都跳跃着真、善、美，在潜移默化
中赋予孩子力量，滋养生命，这也是绘本重要的价值所在。 

结语：数学绘本，作为教材的一种补充调剂，为我们增添了
新的教育契机，但如何发挥其最大的教育价值，还需要我们一线
教师不断探索教学策略，坚持走进去，走出来，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