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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使数学素养在小学数学课堂中落地生根 
◆郑美燕 

（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300402） 

 
摘要：“核心素养”的概念体系正在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化方向。“如

何在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是摆在我们一线教师眼前的一个

问题。然而我们一线教师不要觉得数学素养深奥难懂或者虚无缥缈，事

实上，我们只要努力实现由“关注教”到“关注学”，以人文本，着眼“全

人”发展。在课堂中精心设计数学问题的情景，关注知识形成的层次，

注重评价因人而异，那么，数学素养离我们的学生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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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教育家米国藏有一段话让许多人感同身受：“在学
校学的数学知识，毕业后若没有什么机会去用，一两年后，很快
就会忘掉了。然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唯有深深铭刻在心
的数学精神、数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和看问题的着
眼点等，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受益终身。”良好的数学
教育应该是对学习者一种数学素养的浸润，是一种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数学文化滋养。这也正是我们小学数学课堂努力改革的
方向。 

一、数学问题情境是撬动数学素养的支点 
数学问题情境，与学生的数学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情

境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用怎样的语言描述，情境中出现了何种水
平的提问，对学生将会学习什么样的数学，表现出怎样的数学素
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著名特级教师徐长青在讲三年级下册《数学广角——集合》
一课时，在练习阶段，创设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情境：我们家中都
有爸爸，有抽烟的爸爸，有喝酒的爸爸。并将“抽烟的爸爸”和
“喝酒的爸爸”板书在黑板上，然后请学生用刚刚学习的“数学
两环（集合）”来表示。第一个学生画了两个分开的集合，立刻
有学生表示有不用意见，这时，徐老师没有问为什么，而是直接
请他上台画，结果第二个学生画了两个有交集的集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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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徐老师问：“你为什么这样画？”学生响亮的回答道：

“因为有的爸爸既抽烟又喝酒。”徐老师问同学们：“我们中间有
没有这样的爸爸，请举手。”台下的孩子笑了起来，有几只小手
举起来了。徐老师接着问：“那这样的爸爸在哪？”学生指着两
个集合的交集处，说：“在这。”徐老师说：“我们给这样的爸爸
起个名称吧，就叫…”“坏爸爸！”学生异口同声的喊了出来。这
时，徐老师话锋一转：“那生活中有没有好爸爸呢？既不抽烟也
不喝酒，好爸爸的位置在哪里？”学生们的思维受到极大的创击。
是呀，难道好爸爸没有位置了？经过积极的思考，终于有小手陆
续的高高的举起来了。徐老师请学生上台指一指，学生指着两个
集合圈外面的地方说：“这里就是好爸爸的位置。”最终徐老师和
学生们给大家呈现了这样的板书： 

                            
 
 
 
 
 
 
 
 
 
 
新课标中要求：数学课程要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

力。刚刚呈现的教学片段中，如果剥离掉情境，简化为纯数学题
目，可能就是去了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价值。正是因为问题情境
的存在，数学才变的有意义，有价值，其背后的方法、思想、策
略才得以体现。 

二、知识形成的层次感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阶梯 
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参与、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但

并非一切热热闹闹的教学活动就一定能使学生形成技能，锤炼其
数学思维。作为教学者，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一定要遵循学生新知
构建的心理规律，凸显知识形成的层次感，从而关注学生数学素
养的形成与发展。 

我在教学二年级上册《5 的乘法口诀》一课时，首先用福娃
导入，然后在重点探究时分为以下四个层次教学： 

第一层次：由福娃到点子图，形成解决问题的经验。 
在呈现一个福娃时，我用一个点子来代表。然后呈现一盒福

娃（5 个），用一张点子图（一张点子图上有 5 个点子）来代表。
这时，教师出示三盒福娃，然后问学生：用什么来表示？学生很
容易说出“用三张点子图来表示”。教师继续问：要求三盒福娃
有几个，实际上就是求什么？学生答：就是求三张点子图有几个
点子。教师追问：三张点子图是几个几？除了用加法算式还可以
怎样计算？学生回答：3 个 5，可以用乘法 3 5 或者 5 3。然后学
生通过数一数点子个数或者计算加法，完成 3 5=15  5 3=15。这
一过程的目的在于物化学生的思维过程，使得福娃与点子图一一
对应，学生的思维有具体到抽象，然后借助点子图解决乘法问题，
初步形成解决乘法问题的经验。 

第二层次：借助经验解决乘法，由点子图到乘法算式。 
有了借助点子图解决 3 5=15  5 3=15 的经验，教师放手让学

生完成一张、两张、四张、五张点子图分别代表几个几，怎样列
式，怎样计算乘法算式的结果。让学生经历解决乘法算式的过程，
理清思路的同时感到这种算法的繁琐，为接下来引入乘法口诀做
铺垫。 

第三层次：由乘法算式到乘法口诀，感受口诀的简洁。 
在学生完成所有关于 5 的乘法计算后，教师提问：“刚才同

学们有的是通过数点子图来计算乘法的，有的是借助加法来解决
的，如果我们每次都这样做，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学生答：“太
麻烦。”教师问：“我们能不能用一句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一下乘法
算式的结果，也就是说能不能根据乘法算式编写乘法口诀呢？”
以 3 5=15  5 3=15 为例，学生自由编写乘法口诀。出现的结果有
这样几种： 

1、3 个 5 是 15 
2、三五 15 
3、3515 
4、五三十五 
5、三五十五 
经过一番比较，最终师生共同认定“三五十五”作为乘法口

诀最为合适。在此基础上，教师放手学生编写其他四句口诀，经
历编写乘法口诀的过程，形成经验，也为今后学习其他的乘法口
诀打下基础。 

第四层次：由乘法口诀回归乘法算式，感受口诀的价值。 
当学生在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时，教师提问：“你们发

现乘法口诀有哪些小秘密吗？”学生纷纷举手发言，师生共同整
理如下：        

1、每句开头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一、二、三、四、五”； 
2、每句的第二个字都是“五”； 
3、每下一句比上一句得数多一个五，每上一句比下一句得

数少一个五； 
4、每句口诀前两个字就是乘法算式的两个乘数，后两个字

（“一五得五”除外）都是乘法算式的乘积。 
学生在阐述自己发现的规律时，教师带领学生们回归算式，

在乘法算式中解释相应规律的实质。使得学生的思维由乘法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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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乘法算式，明确规律的由来和本质。 
最后教师提问：“我们学习乘法口诀有什么好处呢？”学生

答：“做题快!”教师带领学生再做一遍刚刚的乘法算式，对比之
前的算法，让学生感受到运用乘法口诀的好处。 

本课的重点环节通过以上较为清晰的层次教学，合理的遵循
了学生发展的心理规律，从福娃到点子图，从点子图到乘法算式，
从乘法算式到乘法口诀，再由乘法口诀回归乘法算式。呈现了自
然生长的教学生态。 

三、运用不同的评价尺子，为数学素养铺路搭桥。 
素质教育的目标是面向全体学生，让所有学生的个性、潜力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同时新《课标》指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
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须的数学；不同的人在学习上得到不同的发
展。因此，教师要因材施教，评价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恰当的评价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
表现出的不同水平。问题情境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展开、练习的
安排等要尽可能的让所有学生都能主动参与。例如，在教学《长、
正方形的周长》一课时，我出示了这样的一道练习题，制定了以
下三个目标： 

目标一：能用加法求出长方形的周长 
目标二：能用乘法方法求出长方形的周长 

目标三：能用多种方法求出长方形的周长 
经学生汇报、总结后有以下几种方法： 
（1）5+3+5+3 
（2）5+5+3+3 
（3）5×2+3×2 
（4）（5+3）×2 
此设计体现了评价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对新知接受起来

有困难的学生达到目标一，中等生达到目标二，优等生达到目标
三。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达到不同目标，教师对每个层次的学生
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促使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符
合我国数学素养中“适应个人终身发展”的观念。 

《21 实际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中指出：数学核心素养
是指必备的数学品格和关键的数学能力。而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的培养主要体现在数学课堂中，需要我们一线教师“以生为本”，
与学生共同成长，明确从课程整体规划到常态课的具体实施，一
步一个脚印，从教学从驭人之术走向成人之美。只有这样，数学
素养才会真正的在学生身上落地生根。 

 
作者简介：郑美燕，学科：小学数学，单位：天津市北辰区

普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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