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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数学活动　深化数学本质
王蕾蕾

海南省琼中县红毛镇希望小学　572923

摘　要：数学课堂应以体验操作为指引，坚持以“做数学”为核心，让学生亲身经历数学活动过程，参与数学活动，以此来

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深刻理解数学概念，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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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登塔尔说过：“数学学习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与游

泳，骑自行车一样。不经过亲身体验，仅仅从看书本听讲解，

观察他人的演示是学不会的。”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与陶

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使我深刻认识到，只有让学生经

历学习的全过程，在体验中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学习。随着从

教时间的延长，越来越觉得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一定要

站在学生的起点，以“体验教育”为指引，坚持以“做数学”

为核心，让学生在做中学、玩中悟、学中得。使学生在体验

中享有做数学的乐趣。

《数学课程标准 2011 年版》在课程总目标中明确指出，

帮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是学

生不断经历体验，各种数学活动过程的结果。学生的数学基

本活动经验是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数学活动过程所获得的，数

学基本活动经验离不开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数学基本活动

经验产生的源泉。那么怎样的教学活动才能有助于学生数学

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呢？

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设计有效

的教学活动，在具体的任务中让学生亲身经历知识产生形成

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有效积累活动经验。那么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想、

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帮助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去

经历和积累具体实践性的数学活动经验。

一、在体验中初步感知、在交流中提升认知、在质疑
中内化理解。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有效的任务，任务的设计要直指教学

目标，在教学中要坚持先让学生去做，做是基础，学是核心。

例如教学《倍的认识》教学片断：胡萝卜有 2 根，红萝卜有

6 根，白萝卜有 10 根，用手中的学具摆一摆，红萝卜的根数

里面有几个胡萝卜的根数，怎样摆能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

学生通过动手摆，发现 2 根为一份这样摆最明显，接着边观

察边数红萝卜里面有几个 2 根，也就是 6 里面有几个 2，引

出 6 是 2 的 3 倍。学生再迁移到白萝卜与胡萝卜的倍数关系。

在动手分一分中搭建活跃思维的桥梁。这种经过体验的交流，

既是做的生成，也是学的深化，交流了思想，激活了思维。

二、在体验中专注，探寻数学思维的方法

《标准》强调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

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

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思

想和方法。要想让学生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就必须让

学生专注的去体验。要让学生做到用心用脑，入情入境。绝

不能为体验而体验，为活动而活动，浮在表面，静不下心，

深不进去。教学中要摒弃机械死板的训练，引领学生专注的

想、专注的做、专注的探究方法，提升专注的思维品质。

三、探究活动应围绕数学本质来开展，积累活动经验

设计探究活动必须围绕对数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对数学

思想方法的把握。对数学思维方式的感悟这一数学本质。

（一）在计算教学中积累活动经验。

活动经验是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它既是一个结果，

又是一种经历和体验，而小学生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导。以

直观经验为起点，这是学生参与知识形成过程的关键。因此，

在计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新涉及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

实践把外显的动作过程与内隐的思维活动紧密的结合起来。

计算教学中离不开小棒，借助“分”小棒，帮助学生感悟算

理。教学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笔算除法教学片段：有 52 个羽

毛球将这些羽毛球平均分给两个班，每个班可以分多少个？

学生根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很快列出算式“52÷2”并通过

口算算出了结果。那么如何列竖式计算呢？让学生拿出小棒

分一分，并请学生代表到讲合前演示分的过程。学生先把 5
捆小棒平均分成 2 份，1 份有 2 捆小棒，剩余 1 梱。教师问：

“2 写在哪里 ?”因为 2 捆小棒就是 20 根，这里的“2”表示

两个十，所以应该写在十位上。“接着怎么分 ?”学生将剩下

的 1 捆小棒拆开，和原先的 2 根合在一起，将 12 根小棒平均

分成 2 份，1 份就是 6 根，所以 6 应该写在个位。教师联系

“分”小棒的过程，让学生理解十位上余下来的，应该与个位

上的数合起来继续除的算理，真正让学生在操作中明理，在

明理中成法，实现对数学符号形式的正确表述。

不深入到直观层面，学生的数学学习便在死记硬背，只

有用生动的直观去温暖冷冰冰的抽象，这样的教学才能让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体验着，获得学习数学的乐趣，积累活动经

验，学生的思维才能走向深入，从而帮助学生积累活动经验。

（二）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活动经验。

数学活动经验是在做数学中积累起来的。教学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在具体的现实的情境中，在操作探究的基础上，

交流各自的想法，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积累基本数量关系

的感性经验，促成思维经验问题解决经验的形成。例如：一

班得到 12 面小红旗，二班比一班多得了三面，二班得了多少

面？学生根据题意动手操作，用小旗摆一摆或者画一画。多

数学生都是先画，一班得 12 面小红旗，那么由此老师引导，

怎样摆（画）就能够很快看出二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呢？那

么有的学生会先一一对应的画出 12 面小红旗后，再画出 3
面；有的学生直接在原来的一班的 12 面后，再画出 3 面小

红旗，表示二班所得的小红旗数。接着教师引导学生边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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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边画图，并对比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能反映这道题的意

思？为什么画二班的小红其实不用再一面一面的画 12 面了？

只需在后面增加 3 面，可能学生从图中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

二班的小红旗就是要把和一班同样多的 12 面与多得 3 面和起

来。所以这道题用加法计算，表示把两部分合起来，然后教

师继续引导学生尝试不用小红旗来摆，画线段来表示一班二

班得到的小红旗的面数应该怎么表示呢？

让学生尝试画一画的过程，就是让学生经历从实物到图

形的抽象过程，从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直观能力，探索解

决问题的思路。丰富数学活动经验，这样不但能很好的帮助

低年级学生理解题意，还能深刻的体会画图的优越性。感受

到画图是解决问题的策略之一，切实有效地获得数学的基本

活动经验。

有效的数学学习应当以数学思维活动为核心，数学学习

活动本质上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数学思维活动中学习

数学家思维活动成果的同时，积累数学思维活动经验，发展

数学思维。也就是说，高端的思维活动经验发端于实践活动

经验，但又不止于直观感性的经验。例如，在异分母分数加

减法的教学中，当学生在独立尝试的计算过程中暴露出化成

小数计算、画图来计算和通分计算三种具体计算方法后，教

师应及时引导学生从两个视角分析比较三种方法。一是三种

不同的具体计算有什么共同点，让学生感悟到虽然三种方法

的思考方向不一样，但都是把新的计算问题转化为已学的方

法或知识来计算的。从而领悟转化思想在计算问题解决中的

作用，进一步充实转化的数学思维经验。二是比较三种不同

的具体计算有什么联系？先引导学生借助画图理解与解释异

分母分数化成同分母分数计算的过程，然后借助化成小数计

算和通分计算方法的比较，形成算理本质的理解。即无论是

化成小数计算还是通分计算，都是转化成相同计数单位相加

减的计算。

乘法分配律的教学中，很多学生会形式上熟练的表述，

教材上乘法分配律的原文或包括字母的表达式，但就是不

能灵活运用解决，与之相关联的便是计算问题。其根本问题

呢？其实就是学生缺少对乘法分配律的根本理解，只是表面

的，机械的记住了乘法分配律的结论而已。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需要在乘法分配律的教学过程中，在丰富具体情境经验的

基础上，增加对乘法分配律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不同表征的过

程，比如以（8+5）×=8x6+5x6 为例，让学生用具体问题情

境中的事例、几何直观、数形结合、乘法意义等方式和角度

对有乘法分配律的算式进行多元表征，让学生经历形式层面

理解到直观具体层面理解到本质意义的理解，最后到抽象的

规律性理解的过程。当学生从一种表征方式转换到另一种表

征方式时，就会与另外的已有经验建立起联系。调动与之相

关的数学活动经验，帮助新概念或新规律的理解，有意义的

学习就会由此而产生。促进学生形成对相关知识的真正内化

和理解。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动手操

作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经验离不开动手操作。

动手操作是经验产生的源泉，数学活动经验就是在做数学中

积累起来的。皮亚杰说：“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

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因此，教学过程

中，只有学生亲自动手做一做，知识才能掌握的更牢，并在

活动中积累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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