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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探阅读，断句成词构思维

——小学数学阅读映照下的语言结构剖析
殷越超

浙江省绍兴市群贤小学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小学数学阅读教学应力求破除学生的被动式阅读习惯，引导学生主动地把握材料内各字词的内涵。本文以集合论结

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将数学文本化整为零，建构出不同的结构，通过剖析数学语言结构内各要素之间和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

追溯数学阅读的本原，为阅读教学提供新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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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言是社会习俗的产物，它代替了简单的手势交流，
而数学语言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提炼，通过对表象的不断描述，
反复甄别除去非本质属性后，最终达到“思维中的具体”。［1］所
以，小学数学教学其实质就是小学数学的阅读教学、语言教学。

课堂教学中所遇到的困扰，追根溯源是由于教学互动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数学信息传递的不
偏差呢？这就要求教师引起对数学阅读教学的重视，以及学
生对数学语言字词的丰富内涵及其关系的准确把握。

在此，笔者以集合论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小学数学
文本中的语言结构进行剖析，进而应用于教学实践中。集合
论结构主义是指，数学结构主义在探索数学知识的相互关系
时，为了得到一个清晰而精确的“结构”与“结构映射”，常
借助集合论为其理论工具，也就慢慢形成了“集合论结构主
义”，成为结构主义的表述方式之一。［2］

一、小学数学语言的结构剖析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形式化语言，不仅具有精确性和强逻

辑性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普遍性，其仍然满足于一定的语法
规则。故而，应根据数学语言中各字词的内涵划分集合，集
合中的元素作为节点，相互联系，形成结构。实践表明，若
以汉语的词性或句法结构划分集合，必然会产生集合之间的
无交集现象，即结构之间的无联系，这无利于学生基于阅读
材料的联想、推理等。因此，学生在数学阅读时咬文嚼字，
并非是指关注材料的语法结构，而是静心揣摩字词的内涵。

由此可得，结构之间的界定是模糊的，并且部分节点相
互重合。在此，笔者就几类常见的结构进行讨论：

1. 数学概念结构：数学概念结构是以表述数学概念的字
词为要素形成的整体，如分数、进率、数独、比例等。

2. 日常经验结构：日常经验结构是以符合日常行为的逻
辑为要素形成的整体，如“一张饼的两个面不能同时烙”等。

3. 句型结构：句型结构是以数学文本中常用的固定句式
为要素形成的整体，如“先…后…”、“每小时行…千米”、
“…是…的几倍”、“…比…多多少”等。

4. 动作结构：动作结构是以文本材料中的动词为要素形
成的整体，如多、买、化简、平均分等。

5. 符号结构：符号结构是以数学符号为要素形成的整体，
如＋、－、×、÷、＞、＜等。

6. 单位结构：单位结构是以单位为要素形成的整体，如
个、次、间、米、千克等。

通过对数学语言的解构、划分、再重构，我们得到了上
述几类主要的结构体系。当然，数学思维的发散性决定了结
构划分的无限可能，教师应当避免陷于“以语法结构剖析数
学语言”的泥潭。因此，教师要以数学阅读教学实际需要，
以及学生的阅读障碍点为依据，对数学语言进行剖析，寻找

结构内部和结构之间的联系，努力引导学生展开主动式阅读。

二、数学语言结构理论指导下的阅读教学实践
数学语言是由各类结构的联结形成的，因而数学课堂教

学充斥着它们，如同树上的叶片一样常见。同时，教师也常
常会不自觉地通过联结不同语言结构进行教学，来强化学生
新旧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若教师能够对自己以及学生的语言
结构加以仔细审查，便会发现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人教版四年级下册“平均数（例 1）”的阅读教学片段
为例。这节课以“阅读单”为主线，通过旧有的“平均分”
概念结构，引导学生经历找平均数的过程，从直观到抽象，
并在其中渗透“移多补少”的数学思想。

在正式的阅读教学之前，直入课堂主题“平均数”，通过
联想唤醒学生的记忆，并适时与“平均分”这一概念结构串
联。同时，在两者联结的过程中，穿插着日常经验结构下的
各种元素。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完成了新的概念元素与旧
有结构的第一次联结尝试。

另外，教材是学生最好的阅读素材，我们不妨以教材为
源泉，大胆地对教材进行一次改编形成阅读单，使之更加契
合我们的阅读教学。同时，笔者改变了以往阅读单“先材料
后问题”的形式，以“材料填空”的形式出现，帮助学生不
断地在阅读中形成结论，保持学生阅读的主动性。

如果说，“平均分”与“平均数”两者第一次的联结属于
浅层次的、尝试性的。那么，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两者再
次进行了联结，并且是深层次的联结，即与“平均分”背后
的意义与算法联系了起来。但教师需明确一点，自主阅读完
成的是两者的联系，但阅读后的互动分享却为了是将两者区
别开来。即得到的平均数并不是每个学生实际收集的水瓶数
量，而是“假设”每个学生收集的数量同样多，从而算出平
均每人收集多少个。

在此，笔者抛砖引玉，就数学概念结构这类数学语言结
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阅读教学实践，除此之外，还可以划
分出许许多多的结构，如算法结构、数学思想结构、问题解
决方式结构等等。当然，这些结构互有重叠，而又相互区分。
关键还是在于，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
理清数学语言结构内容，侧重某几个结构之间的联结，从而
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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