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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解读核心素养在小学数学学科中的体现 
◆易文鑫 

（龙里县第二小学  贵州省龙里县  551200） 

 
摘要：核心素养的提出，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及方向，在小学数学学科教

学中怎样去落实核心素养，或者说小学数学中应该培养学生哪些核心素

养，是作为教育者必须要明白的，结合学科特点，应从抽象能力、推理
能力、模型思想三个维度来思考、理解和掌握小学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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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强调了教
育的本质功能和真正价值，也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
方向。为贯彻十八大精神，教育部启动了“立德树人”工程，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体系”概念，将核心素养作为
重要的育人目标。这意味着党和国家把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
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那么，什么是核心素养?小学阶段该怎样落实核心素养?核心
素养对小学数学教育过程又有何要求?如何有效地在小学数学学
科中建构核心素养的基石?作为一线教师该如何去认识与把握?
从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要求来看，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作为一
个小学数学学科教育者，想通过自己的理解与阐述，来解读核心
素养在小学数学学科中的体现。 

核心素养为当代世界所普遍重视，是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在
进行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时密切关注的热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明确了“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学会改变”
五大终身学习支柱，提出学生学习的七个维度：身体健康、社会
情绪、文化艺术、文字沟通、学习方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科
学与技术作为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欧盟对核心素养的界定是指
一个人在知识社会中自我实现、社会融入，以及就业所需要的素
养；西方国家的核心素养是指为了适应将来的生活，年轻人需要
具备的关键技能，以及学习、生活和工作所需的资质，强调终身
学习。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核心素养的界定总体上一致，都十
分强调核心素养的教育价值，通过核心素养的建构来优化教育改
革的质量。但略有不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各自的民族与国家
特色，他与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可以发生改变的。
因此，核心素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综合前述各国政府对核心
素养的界定，以及我国的现实需求和教育实际，将核心素养界定
为：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
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
修养、社会关爱、国家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
新实践。这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
面要求的结合体。 

核心素养对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要求也各不相同，所以，可
以结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国传统文化四个方面来
进行概括与归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
决定》落实，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虽然它也是以全面提高人
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素质教育是相对于
“应试教育”而言的，强调对学生“素质”的培养，但“素质”
一词尚不能在内涵上全面、完整地凸显“素养”的含义。所以不
能同化核心素养与素质教育这两个概念。《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11 版）》从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等
四个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总目标和学段目标加以阐述，这四个方
面不是独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
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技能的学习，
知识技能的学习必须有利于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2011 版）》中又明确说明：“数学与人类发展和社

会进步息息相关，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阶
段的数学课程是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课程，数学课程能使学生掌
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推理能力、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发
展”。这就体现了核心素养中说到的“这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核心素养体现全
人素养或全方位素养，契合我国传统文化“教人成人”或“成人
之学”的特色育人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
教育质量根本标准一致。 

综上所述，我认为小学阶段数学核心素养从理论上理解就是
培养学生的抽象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想。结合实际可以理解
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培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是核心素养内容中的“关键能
力”，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又恰是核心素养中的“必备品格”的
要求，这就诠释了核心素养概念：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而自主
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的培养则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
现，虽然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的目标基本一
致，但又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对情感、态度、价值观只作出要求，而核心素养更加强调
的是它的内涵，它指向过程，关注学生在其培养过程的体悟，而
非结果导向，因为核心素养的内涵具有指向未来、不断发展的动
态性。因此，学生的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让情感、态
度、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纵深。 

显然，要把学生的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作为数学
教学中的“核心”来培养，虽然这些模型思想在小学阶段是从零
开始的，还只是一种雏形，但这样一种基于数学问题的由无到有、
由粗到精的过程，恰好是学生抽象能力、推理能力获得发展的基
石。让数学核心素养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素养，真正促进学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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