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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育人理念发展学生数学素养 
◆孔甜程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湖北武汉） 

 
摘要：教育的育人本质正受到功利主义的挑战，教育的育人理念正逐步

的淡化。在此背景下，笔者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历分析了教育及义务

教育阶段数学教育的育人本质，介绍了在小学数学教学改革中渗透教育

育人理念的一些做法，具体包括：（1）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改革中的育

人理念；（2）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贯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3）小

学数学教学改革注重学生人文德育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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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育”一词初见于《孟子.尽心上》中“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历经时代的变迁，教育从孔孟的儒家之道发展至今
日的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教育一词的内涵在不断的延伸与丰
富。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合多年从事小学数学教学的一线
经历，谈谈在基于育人理念下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实践的中的一
些探索，以供交流学习。 

一、教育的本质与数学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认识 
《纲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育人为本视为教育工作的根本

要求，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教育的宗旨；《新课标》从细节的角度
指出教学的育人本质与育人理念。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
2009 年 9 月对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后对教育改革提出的四
点要求之一就是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育人精神；山东省教育厅
副厅长张志勇也曾提出教育价值观的全面回归是是实施素质教
育的前提[1]。 

二、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改革中的育人理念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受到了教育界广泛

的关注，为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教学一线的
教师根据自身的认识也开展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教学改革[2]。《数
学新课标》也指出数学课程教学内容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利
于学生通过体验理解、思考并探索数学知识。从数学史溯源，小
学数学教学的生活化并不是数学教学的重大变革，而是数学教学
生活化的回归。计数是 早数学的雏形，记录了古人生活日常，
有手指计数、石子计数、结绳计数等，如古文《周易. 系辞下》
有“上古结绳而治”之说；后来逐步发展为数学，但数学依然来
源于生活并解决生活实际，如《九章算术》收录有 246 个与生产、
生活实践相关的数学问题。 

小学数学教学回归生活化除了数学来源于生活并解决生活
实际之外，有研究者也指出了受教者的知识背景与认知能力也是
小学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必然[2,3]。这些研究从小学数学的自身特点
阐述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生活化对受教者获得了相应的数学知
识与技能的重要性；然而数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远不止于此。笔者
在一线的数学教学中也涉及了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改革，如依据课
程大纲的教学内容选择生活化的教学（包括教学情境生活化、教
学语言的生活化、数学应用生活化等），与众多的数学教学改革
实践者不同的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逐步渗透了教学育人的整体
观念。 

三、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贯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学习：内在的财富》报告中指出：未

来社会是实施“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会；“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也是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
一；《纲要》和《新课标》也重点强调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的重要性。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一项终身获取知识的能力同样作为
教学育人的目标之一贯穿于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实践中，
如在小学数学教育生活化改革中课外小任务就体现了自主学习
能力的培养。在低年级段实施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确实存在一定
困难，如小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弱、自我监控力差、学习效果的归
因分析不强等作为内因都会直接影响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四、小学数学教学改革注重学生人文德育的渗透 
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和《新课标》要求，教

育要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

继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的人文德育教育主要依
靠思想品德、语文等课程，而数学教学既是是科学与人文的综合，
也是能力与技能的综合，更是人品与精神的综合，因此，小学数
学改革应加大人文德育的渗透，数学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要教会
学生掌握定理、公式，更加重要的是传递一种文化、文明与理念。
笔者结合自身教学以及数学教研组其他老师的经验，小学数学教
学改革注重学生人文德育的渗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和探索。 

（1）加强教师自我人文修养，提高人格魅力。小学数学教
学改革的人文德育渗透程度和效果取决与教师本身的人文修养，
教师本人要有不断提高人文修养的意识。学习和领悟我国国学经
典与数学的关系，特别是《论语》、《老子》中的数学思想，并在
实际课堂渗透。比如应用古代的结绳法讲述我国古代关于计数的
方法，也可以在授课时经常应用耳熟能详的国学名言，如用“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去强调数学温习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
数学也是获取人文知识的一条途径。 

（2）善于挖掘教学素材。人文德育渗透到小学数学教学课
堂，教师需要认真思考教学方法，特别是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
因材施教，充分挖掘生活和教材中潜在的人文德育因素，把人文
德育教育渗透于对知识的分析中，增加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
趣。如在教学时间单位时，可以对学生进行珍惜时间的教育。在
教学重量单位如千克、克时，可以对学生进行爱惜粮食、节约粮
食的教育。在讲授圆周率时，可以重点介绍我国伟大的数学家和
天文学家祖冲之，因为他比法国数学家维业特把圆周率推到小数
点后 10 位早了 1000 多年，这样可以极大地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3）让教学评价承载德育的功能。教学的评价对学生道德
行为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数学教学评价大多采用分数评价，使
其教学评价丧失德育的功能。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将德育因素贯
穿于教学评价中是小学数学教学改革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我班用
于学生奖励的“恩来币”可以购买学习用具，并鼓励学生团结合
作，发挥“恩来币”的 大购买力，此项改革可以培养学生团队
互助精神、乐于助人的品德。 

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教学改革回归育人本质是大势所趋，
也是改革的方向。在小学数学教学改革中渗透育人理念，对教师
的专业素质和修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坚守教育育人理念
并不断地更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全面深化教学改革才能让小
学数学真正回归到育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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