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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活动过程”是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的灵魂 
◆邓静仪 

（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第一小学） 

 
【案例背景】： 
数学综合与实践课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对基础教育课程结

构作出调整之后增加的一种新的课程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课程
形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其自身的概念内涵，倡导了独特的课
程理念，是新课程的亮点，也是教师实施新课程的难点，在日常
教学中往往被老师们所忽略。本学期，我区启动了关于数学“综
合与实践”的研究，举办了系列的活动。“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观
摩活动（非青年组）”是其中一个活动，我研究的课题是二年级
上册《量一量，比一比》。通过对人教版教材进行了仔细深入的
阅读，并进行了教学设计。 

【案例回顾】： 
二年级上册《量一量，比一比》设计思路： 

一、联系生活，提出问题，明确活动意义。 
二、实际测量，合作交流，认识身边物体的长度。 
三、寻找标准，合理描述，发展长度观念。 
四、自我评价，回顾总结，课后延伸。 
【分析与研究】： 
这样的设计貌似符合教材的编排意图，但是，面对稀少的教

学参考资料，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是否合理，究竟“小学数
学综合与实践课的灵魂是什么？”。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尝试
采用教材比较的方法寻找答案。 

一、三个版本的教材内容的对比。我们选取了有类似“量一
量”内容的北师大版、苏教版、人教版进行对比。 

教材版
本 

课题名称 教材内容 

北师大
版 

寻找身上的数学“秘
密” 

1、探究“秘密”（拳头的一周和脚长一样）是否是真的。 
2、和同伴量一量、填一填（头长、一拃长、一步长、脖子一周的长度、腰一周的长度、双臂平
伸的长度、身高） 
3、通过测量，你发现了哪些有趣的“秘密”？ 
4、阅读材料，体会身上的尺子的作用。 
5、用步测和卷尺测，量一量教室的长和宽 
6、说一说，画一画身上还有哪些“尺子”。 

苏教版 我们身体上的“尺” 
1、认识“身体尺” 
2、用“身体尺”量 
3、反思活动过程。 

人教版 量一量 比一比 

1、选择合适测量工具测量身边的物品、身上的部位。 
2、对身边物体建立表象，估计认识其他物品的长度。 
(1)根据小精灵的提问，选择合适的标准，用合适的方式描 

述鳄鱼的长度。 
(2)用已有经验，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其他物体的长度和高度。 

1、北师大版的“寻找身上的数学‘秘密’” 
北师大版教材把这个内容放在“数学好玩”的单元内，但不

是第一课时，经查看教师用书，我们可以明确，这个内容在北师
大版教材中不属于“综合与实践”活动内容。但其内容设计，对
于我们也极具参考价值，因此，下文仍继续研究北师大版教材的
相关内容。 

2、苏教版的“我们身体上的‘尺’” 
苏教版教材设计定位是一次估测物体长度的综合与实践活

动。有估测得行为，得到的是物体大约有多长，与实际长度有一
些误差；有测量的行为，是用自己的拃长、脚长、步长、庹长去
测量物体的长度，和用尺测量长度有些相似。 

3、人教版的“量一量 比一比” 
人教版教材定位是熟练测量的技能的综合与实践活动。教材

先安排了“量一量“的活动，让学生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测量身
边的物品的长度或高度，并进行记录、交流，积累丰富的测量经
验，巩固用尺子量物体长度、高度的方法。学生通过测量认识身
边事物的长度，对所测对象形成清晰的表象，为以后估计、认识
其他物品的长度提供更多的参考标准，进一步建立长度观念。接
着教材设计了两个层次的数学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用多种不同的
方式表示各种物品的长度或高度，通过直观描述建立长度观念。 

二、对比三个版本的教材内容的启示 
通过对比三个版本的教材内容，我认为小学数学“综合与实

践”课就应重在活动过程，在活动中学生自主参与，在活动中学
生积极动脑，在活动中培养数学兴趣，在活动增强数学的信心。
因此，“活动过程”是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的灵魂。 

（一）“活动内容”应与数学教学进度有效整合。小学数学
综合与实践的“活动”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习新知的过程，而是在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
解决问题。三个版本教材设计的“活动”一致关注学生动手量一
量，比一比，感受用身体上的“尺子”的实际长度，从而用它来

估测一些物体的长度，并且利用身体上的“尺子”进行实际测量。
我认为，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的“活动内容”应与数学教学进度
有效整合，源于对应的教学内容，又高于对应的教学内容，这样
才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积累相关数学知识的
活动经验。 

（二）“活动设计”应与实际生活应用有机结合。小学数学
“综合与实践”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但要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
就要注重应用，活动内容开口要小，紧密结合实际生活应用，这
样更利于学生“用数学”。对比三个版本的教材，我们认为苏教
版教材的活动设计更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在苏教版中，先选择
认识“身体上的尺”，测量自己的一拃长、一脚长、一步长、一
庹长，然后尝试用“身体上的尺”去量，去估测物体的长度。我
们认为这样的设计非常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我认为小学数学综
合与实践的“活动设计”与实际生活应用有机结合，既巩固了数
学知识，又发展了能力。 

（三）“活动过程”应与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紧密相连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的活动关键是让学生积极展开思维

活动。《课程标准（2011 版》提出，在综合与实践活动中，发展
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能力，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量
一量”这课的活动中，学生不应是简单应用已知的测量方法，而
是对测量方法进行熟练，并寻找新的长度单位标准并应用。 

【引申与思考】： 
小学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还是一种很新的课型。“活动过程”

是低年级数学综合与实践活动的灵魂，在课堂上应提供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给学生开展充分的活动，在活动中实现“综合与实践”
课程内容的教育价值。但对于每一个不同“综合与实践”主题，
我们应精选哪些活动内容？设计怎样的活动形式？这都成为我
们不断研究、不断实践、不断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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