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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表征·求联·迁移

——基于儿童立场的数学理解的思考
方　慰

浙江义乌市绣湖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　义乌　322099

摘　要：基于儿童立场的数学理解是指教师通过创设适合儿童的体验活动，让儿童先认知数学对象的外部特征，建构相应的

心理表象，实现对数学的表征；然后在建立新旧知识联系的动态过程中，打破原来的认知平衡，整理重组，迁移应用，形成

新的知识结构，从而实现对数学的理解。让学生通过体验、表征、求联、迁移等学习方式，来促进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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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个教学现象引发对数学理解的思考：
教学现象（一）——在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声音：

“为什么这道题目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学生怎么还是不会呢？”
教学现象（二）——教学中我们会这样想法：认为把这些内容
或者题目教完，学生应对考试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讲到，
那学生就没学，就不会；或者说“我教过了，所以他们一定已
经学到了；如果我教更多的内容，他们就会学得更多。”

分析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教学的中心在于儿童，教师
讲完和儿童学习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儿童怎么想的，儿童是
否在学习，儿童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教师讲得多，
不代表学生就会了；其二：教材的逻辑与学生的理解存在差
距，教材中数学符号枯燥乏味、抽象难懂，特别是对于以具
体形象为主的儿童，儿童具体形象的思维特点与数学学科的
本质抽象概括的性质之间产生的差异，缺乏对数学的理解。
在《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中阐述理解有六侧面：能解释、
能阐明、能应用、能洞察、能神入，能自知，只有儿童能达
到理解的这六个侧面，才能说明儿童已经理解了。所谓儿童
理解就是儿童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数学的对象，以自己
的经验和已有知识对数学对象进行解释，并把学到的数学知
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及生活问题。

一、儿童本位的内涵特质
儿童的内涵特质指儿童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经验、

儿童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独特的思维方式等特质，对
儿童特质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好的开展。教学中所谓知
其然之其所以然，知其然指知道，知其所以然指理解。

儿童的语言简朴、不规范。儿童没有系统地学过数学，
因此思考问题时就少了很多条条框框，可能是错误的（与数
学概念完全相悖的），片面的、不足的、知道但停留在表面，
有时也更容易接近数学的本质。而数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应该
是一个以学生已有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的过程，需要教师
倾听童言，说儿童听得懂的话、说儿童能理解的话，引导学
生把自己原始的日常经验进行充分的原始表达。

架接方向 自然语言 数学语言

用“熟悉的”去解

释“陌生的”

3 个人加 1 条狗等于什

么？人和狗怎么能加在

一起？

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

能相加减

用“动态的”去理

解“静态的”

角度大就要张开一些；

让一条边躺下去；把边

打开；把边合拢。

角的大小与两边张开

的大小有关。

儿童的思维内隐、不可视。学习首先就是暴露儿童的思

维，把“无形”转化为“有形”，把“动态”转为“静态”，

同时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自己对概念的理解，无所顾

忌地，原始的表达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可以摸得着儿童的思维，从而促进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让思

维“看得见”案例：《体积的认识》教学片断

教师把两个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两个玻璃杯放在桌子上，

然后往两个杯子里倒水，再把两块大小不一样的石头分别放

进两个杯里。（水位上升的各不一样）

师问：这是不是说明第一个杯子里的水多了？

生 1：不是的，我发现石头大的，水上升的比较高。

生 2：我发现这块石头占地方，把水挤上来了。

师问：如果让水挤出更多呢？

生 2：放一个更大的石头

在学生观察中发现石头是有空间的大小的，这里的一个

“占”、一个“挤”说明学生已完全进入“跟进”状态，在此

基础上，教师自然地揭示“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作物体

的体积”

通过直观、形象的演示，让隐形的知识，可视化，同时

会引起学生积极地思考和讨论。学生逐步有了感性的认识：

物体不仅占有空间，而且所占的空间还有大小之别。此时，

再解释体积的概念，可谓是水到渠成。

儿童的知识零碎，不完整。教材安排的各种知识点是按

阶段的，小学阶段给与孩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非常有必

要的。因此零碎的知识需要我们把这些知识串一串、连一连。

如在计算教学中，大家熟悉的加减法算理，从一年级的整数

到五年级的分数，都有一个不变的思想：算理不变，那就是

“相同的计数单位”，而相对于整数、小数、分数，又有自己

的“变化”。
类别 变 不变

整数加减法 个位对齐

相同的计数单位小数加减法 小数点对齐

分数加减法 分母相同（同分数单位相加减）

二、数学理解的实践策略

（一）活动体验，让儿童在“玩”中理解

没有活动过程的经历体验，就没有活动经验的积累，让

儿童多感官参与数学学习，在丰富的活动中积累数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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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对数学的理解。在《克和千克》的教学中我们安排

了找一找、掂一掂、估一估、称一称、抱一抱等体验活动让

孩子感知克和千克的重量，让学生充分的体验，具体的流程

如下：

（1）找一找。找一找 1 千克的物体，感知 1 千克的重量，

建立 1 千克的标准。（使学生对 1 千克的物体质量有初步的

感知）

（2） 掂一掂。拿一瓶饮料掂一掂，感觉比 1 千克轻、还

是比 1 千克重？验证自己的估计是否准确？

（3） 估一估。几瓶这样的饮料才能重 1 千克 ? 建立更多

1 千克的标准。

（4） 抱一抱。抱一抱同学感知几十千克？同时以刚才

建立的几十克未标准，感受更重的物体的重量。（让学生在

“估、比、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几千克的认识，积累更多

关于千克的经验）

（4）用一用。估计身边哪些物品的质量是几千克。估计

后，再称一称，进行验证。

（二）多元表征，让儿童在“画”中理解

数学是抽象的，让儿童学会数学思维的可视化表达，把

内隐的、不可视的思维过程外显、直观地表达出来，从“看

见”到“发现”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数学思考能力。

《6 的乘法口诀》围绕三六——这句口诀，1. 列式表示这句口

诀的意思 2. 画图表示这句口诀的意思，3. 列表表示这句口诀

的意思 4、还可以用什么来表示这句口诀（图）

（三）架构关联，让儿童在“联”中理解

数学中的方法是相通的，平时计算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去

沟通，算式与竖式、表格等方法之间的联系，来加深对数学

的理解。在鸡兔同笼的教学中，我们知道虽然学生很多使用

算术方法，但很多人对方法是不理解的。课堂上当学生基本

上都用算术方法来解决时，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儿童选择算

术方法，算术方法与教材中要求的列表法之间有什么联系，

与最初的画图方法又有什么联系呢？教学中我们试着调整教

学目标，架构方法关联成了本节课的目标。

例题：鸡兔同笼，有 9 个头，26 条腿。鸡、兔各有几

只？原知识与技能：在“鸡兔同笼”的活动中，体验借助列

表法，进行尝试与猜测的解决策略。改后知识与技能：学会

用不同方法解答“鸡兔同笼”等问题，比较各种方法的特点，

沟通方法之间的联系。

预设：（1）画图法（2）假设猜想法【假设】（3）方程法

（4）列表法：

假设全是鸡：2×9=18 只  26-18=8 只    8÷（4-2）=4 只  
答：4 只兔子

鸡 兔 腿 算式

9 0 18 2×9=18

8 1 20 2×8 ＋ 1×4=20

……

教学中围绕算术方法中的 2×9=18 只在列表法中表示哪一

步？在画图法中表示哪一步？在求联的过程中，通过列表法

中的跳跃法与算式方法之间的联系，对算术方法的理解。

（四）迁移类推，让儿童在“用”中理解

检验学生是否对数学真正的理解，那就是迁移应用，在

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对数学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案例：（等

号） 等号后面跟着是什么？是得数还是等式？

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 2+3=（）后面跟的是得数、

答案我写了 5，老师给了一个打钩。当碰到 2+3=（）＋ 4=（），

我写了 5 和 9 时，得到了一个大 ×，检查来检查去，我一直

觉得没错，结果老师说后面跟着的是算式。其实等号连接的

两边表示相等，等号后面可以是算式，也可以是得数。比较

以前我们做的题目，这个形式混淆了，这里的箭头指的是结

果。类推到下面的题目，就能检测出学生对等号的意义是否

真的理解？

25×6=（）×6 ＋（）×6=（）＋（）=（）

史宁中教授说：“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会用数学的思维

思考、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我们提倡数学的学习要基于儿

童，更应该会用儿童的眼光观察，会用儿童的思维思考、会

用儿童的语言表达，从而促进数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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