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740 

教学实践 

读学生，读教材，读故事 
——三年级上册《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 

◆张  楠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0002） 

 
苏教版三年级上册《认识分数》是学生数概念第一次延展，

即物体的个数不能用整数表示，需要一个新的数表示“不完整”
的部分。当我执教这节课前，查阅了相关资料即分数是怎样产生
的，一是人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即测量需要进行平均分，用分
数表示多余的较小的部分，二是数学本身的发展需要用分数表示
物体的个数或两个量之间的关系。分数之于学生的认知是有困难
的，因为分数不仅表示具体的数量，还能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即学生的认知要经历从有量纲-无量纲的过渡，因此让学生理解
分数的意义在此学段是教困难的，而教学大纲制定的教学目标是
学生能认、读、写分数即可，对分数意义的认识在五年级才会进
一步的去解释，因此对分数本质的抽象并不在这一学习阶段，所
以课堂教学时我们发现学生只会认读写，但什么是分数了解的并
不多。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仔细聆听了仇老师这节课，收获特别
多。 

课前仇老师对学生关于分数的认识进行了学情调研，要求学
生把对分数的认识可以用文字或画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们发现
学生对分数的认识源于生活中的平均分，即平均分成几份，然后
取其中的几份就是几分之几，由此可见学生对分数的认识是“分
率”。基于这样的学情，仇老师设计了一个熊出没的分东西情境，
并且让这个情景贯穿始终。 

1.分数怎样来？ 
分数与除法的联系虽然到五年级才会系统学习，但是用除法

表示平均分的过程，用分数表示平均分的结果却可以在此渗透分

数与除法的联系。当 1÷2 的结果不能用整数表示时，学生出现

了“半个”“0.5 个”，仇老师仍不着急出现 2
1

，而是让学生先用

画图的方式表示分的结果，在学生操作的过程中有渗透“对折-

平均分”“每一份相同”，体会“分数单位”表示的大小相等，分

数也是有位值的。接着，仇老师将“你知道吗”与学生的操作相

结合，从“情境-实物-图形-符号”不同表征方式让学生感受分

数产生的历史过程，理解 2
1

各部分表示的含义，感受分数表示不

仅是一个数，也是一个分率。 

2.分数是什么？ 
在学生对分数有了初步认识后，仇老师让孩子们选择不同的

素材表示 4
1

，学生不仅可以画图表示，还可以用算筹表示，再用

数表示，通过对比不同图形表示的 4
1

，进一步理解分数的意义。

接着呈现学生课前的学习单，继续对比不同的 8
1

，学生能够看懂

并解释分数的意义。教师通过让学生“画一画”“摆一摆”“比一

比”“说一说”等不同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学习方

法，也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分数表示的意义。 

 
 
 
 
 
 
 
 
 
 

3.分数有大小。 
分数无论是数还是比率，都是有大小的，以往所见的教学中

都是让学生在操作中对比 2
1

、 4
1

和 8
1

的大小，但是仇老师长仍是

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分数的大小，即一个蛋糕平均分给 2 只熊，

每只熊分得几分之几块-平均分给 4 个小动物，每个小动物分得

几分之一块-分给 8 个小动物，每个小动物分得几分之一块，问

“ 2
1

、 4
1

和 8
1

哪个更大一些？为什么？你是怎样想的？”学生结

合实际经验在小组交流中发现平均分的份数越多，每一份就越

少，从而比较这三个分数的大小。 

4.我们一起质疑。 
仇老师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更是一个善于研究的数学老

师，她用《找四分之一》的故事让孩子们在阅读和倾听以及思考
中发现不是所有的四分之一都是一样的，在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中
渗透了“单位 1”，尽管知识之间有跨度，但她用这种魔力让孩
子们觉得难题不难，数学很有趣，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当学生看
完之后，尽管他们的描述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却能说出一
个物体是一样的，平均分的分数越多，每一份就越少，瞧！数学
的严谨就这么体现了！ 

反思： 
几分之一的教学真的很难，学生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描述几分

之一的意义，甚至不会表达一份是整体的几分之一，每当这个时
候我们就会很着急，就像代替他们说出准确的表达方式，但是书
本上的文字原本就不是学生可以概括的，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理
解表达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因此基于学生的学情进行教学更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思考我们的课堂教学究竟
以何种方式让学生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究竟应当如何让学生用
不同的表征方式尝试表达自己的思维，并能够转译、转化不同的
表征方式，让外在的表征形成内在的表征进而建构知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同时，还要根据学生年段的特点
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情境中激发学生数学思维的发生、碰撞。 

能够听到一节好课，能够从中收获更多的思考，我想这就是
数学研究的魅力所在，作为年轻教师我要学习的真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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