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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于２０１２年１月正
式颁布，核心理念就是 “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
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双基”变为 “四基”，“双能”变
为 “四能”，这些全新的理念如何物化为可操作的教师教学行为
呢？此外，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和艺术性是教师永远的追求，课堂
教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成为教师个体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追
求和个人发展的诉求．正因为有了一线骨干教师们的努力实践和
思考，才有了这些闪耀着教师们智慧的结晶，并使本书的出版成
为现实．本书正是汇集了众多学习者、思考者、实践者、反思者
的成果．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案例性．本书遴选了大量小学数学教学片断加以辅证或说
明，力求让读者对书中的理论和案例进行学习、比较和深入研
究，引发读者对小学数学中有价值的问题进行反思．

※理论性．本书对小学数学教材的钻研、课堂教学艺术等有
关理论进行了论述，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有利于教师提高课
堂教学水平．

※实用性．本书研究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当前小学数学一线课
堂，针对焦点、热点问题以及课程改革中的一些困惑进行讨论，

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和教育专家多年的考察、

研究成果，因此能很好地用于指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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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性．本书在理论的论述和问题的探讨上并不追求尽善
尽美，而是提供一种视角、展露一些方法、阐明一点看法，让读
者想一线教师所想，思教育专家所思．在案例展示上，尽可能详
尽再现，为启发读者而抛砖引玉．

本书吸收了近年来 《数学教育学报》《数学通报》《小学数学
教师》《教学与管理》等期刊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适合于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以及小学教育专业大
学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以作为小学数学教师培训
用书．希望本书对研究小学数学有效教学的专家、教师、高等师
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学生等有一定帮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内江师范学院教材出版基金、 “国培计划
（２０１３）”———四川省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
（小学数学）、２０１４年四川省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小
学数学）、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程”四川省地方属高校第一批本
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内江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ＺＧ０４６４）、内江师范学院２０１１年四川
省高等教育 “质量工程”项目 （０１２４９－１、２、５、６）、四川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提高农村中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技
能的研究”（ＴＥＲ２０１２－００５）等的资助．对引用的一些小学数学
教学研究成果的作者，致以衷心的谢意，同时也深深感谢工作在
一线的四川省近五十位小学数学省级骨干教师的倾力合作和支
持，感谢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所有同行和朋友们．

限于编者水平，再加上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
热忱希望读者与同仁提出批评和建议，使之趋于完善．

吴立宝　赵思林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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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钻研教材篇

第一章　钻研教材篇

第一节　钻研数学教材的几个视角①

教材是连接课程方案与教学实践的枢纽，是教师教和学生学
的载体．研究者普遍认为，教师在他们的日常教学中相当依赖教
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所使用的教材而决定教什么、怎么教以及
给学生布置哪些习题等．②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２０年里，教材在
教师教数学和学生学数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
注．③ 但是教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未真正认识领悟教材价值，

流于表面，甚至出现脱离教材的现象，过度注重知识和技能，忽
视隐藏的数学思想方法；过度注重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忽
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过度重视结果，忽视过程；过度注

·１·

①

②

③

吴立宝，曹一鸣，秦华．钻研数学教材的几个视角 ［Ｊ］．中学数学教学参考
（高中版），２０１３ （４）：２－４，８．

姜美玲．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２．
Ｂａｌｌ　Ｄ　Ｌ，Ｃｏｈｅｎ　Ｄ　Ｋ．Ｒｅｆｏｒｍ　ｂｙ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Ｗｈａｔ　ｉｓ－ｏｒ　ｍｉｇｈｔ　ｂ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１９９６，２５ （９）：６－８，１４．



重对考试有用的习题，忽视阅读材料等．《学记·尚书》记载：
“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因
此，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多角度解读，钻研教科书的隐性价值，

切实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学生的发展．

一、数学的视角

教育的职能是传递知识，这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在这个问题
上吹毛求疵．① 数学专业知识是数学教材的骨架，数学思想方法
是数学教材的灵魂，从数学学科视角挖掘教材是首要的，也是必
需的．美国著名学者布鲁纳说： “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
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② 对数学而言，就是务必使学生
理解数学学科的基本结构．教师教好数学、学生学好数学的前提
是教师要理解数学，弄清楚教材中数学知识的基本结构、基本思
想方法．教师虽不是数学家，但讲授的是数学知识，需要从数学
的角度，即从纯数学的视角来看教材，弄清楚数学概念、命题的
来龙去脉，弄清楚教材中哪些是数学事实性知识、原理性知识、

策略性知识，尤其是原理性知识与策略性知识．作为一名数学教
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正如苏联教育家
马卡连柯所认为：“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甚至吹毛求
疵，但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③ 教师只有深入钻研数学教材，

把其承载的数学知识提取出来，还原为学术形态，才能掌握其精
髓，把握其本质，理解其内涵．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教师对于数
学知识的本质把握，哪有可能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游刃
有余地处理教材内容？合作学习也好，探究学习也罢，如果没有

·２·

①

②

③

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 ［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
（５）：５２－９４．

布鲁纳．教育过程 ［Ｍ］．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４７．
吴式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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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数学知识作为铺垫，那么如何有效地开展？现在，一些小
学数学教师的公开课、示范课引起评课者 （或专家）的质疑，
“你们上的是数学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在教师对数学知识
的忽视或者重视程度不够，重点不够突出．在本书有作者谈到这
个问题，防止去数学化．

从数学学科的视角来进行教材分析，弄清楚知识的来龙去
脉，并非要求教师一定去学大量的纯数学知识，教师可在纵向上
从史学的角度了解中小学数学中每个主要概念和定理的来龙去脉
和直观意义，力争做到中小学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对接，切实把握
蕴含在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精神．唯有如此，教师才能知
道数学概念从何处来，到哪里去，把知识连成线、串成网、构成
体．如方程、不等式本质上都是函数的特定状态，用函数的思想
处理方程、不等式的相关问题，可以使得方程、不等式与函数紧
密联系在一起．目前数学教学中一味去形式化是不可取的，毕竟
形式化是数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去形式化会出现 “捡了芝麻，丢
了西瓜”的后果．教育部实施的 “国培计划”中更是明确要求要
加大教师对于数学专业知识、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与领悟．

二、教的视角

教师对教材理解要体现教者本色，对教材内容按照教的视角
进行重构．在 《数学教与学研究手册》中，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ｎｎｅｍａ
和 Ｍｅｇａｎ　Ｌｏｅｆ　Ｆｒａｎｋｅ说道：“另一类与内容并不完全分离的知
识是应该如何在教学中表达数学．这牵涉取出复杂的教材内容，

并将它转化成学生能理解的表达形式，这种从数学到可理解的表
达形式的转变正是区分数学教师与数学家的地方．”“数学是由一
大群高度有关联的抽象概念所组成的，如果教师不知道如何把这
些抽象概念转换为能使学习者把数学与他们已经知道的联系起来

·３·



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理解地学会这一切．”① 需注意，教师
是 “用教材教”而不是 “教教材”．

首先，教师整体把握教材．浏览整套教材，整册教材，宏观
了解其编写体例与说明、要求及教材的基本特点，形成对教材的
宏观认识．清楚各个知识单元组块之间的安排次序，明确单元之
间的前后联系，进一步明确单元内每一概念与命题的地位与作
用．反过来，再把每一概念与命题放到整节课、整个单元、整
章、整册书、整个学段进行通篇考虑：教材呈现的静态的知识隐
藏什么数学思想方法？蕴含什么情感因素？是直线式还是螺旋式
编排？知识衔接如何？关联度有多大？后续知识是前面的加深还
是其应用？等等．

其次，教师从细微之处入手．教师需要仔细推敲教材中的每
一字，每一句话，每一幅图，每一个例题，每一个练习，每一个
备注．只有反复推敲打磨，才能有效确定重难点，毕竟有的新知
识可能在练习中出现．对教材中的主题图、概念、命题、例题、

习题进行教学法的加工，使之符合自己的风格，按照教学逻辑来
设计教学，根据自己班级具体情境进行更改，形成自己的特色．
教材从内容呈现方式来看，是由自然语言、符号语言、图表语言
等混合编排的．这三种语言是如何转换的以及三种语言承载的教
材内容在培养学生中担负何种职能，这些都需要教师从教的角度
思考，如例题中的插图是告诉学生一个情节、一些生活原型，是
培养学生想象力的地方，切不可将插图变成文字，而是让学生自
由地发挥、理解、想象．

·４·

① 格劳斯．数学教与学研究手册 ［Ｍ］．陈昌平，王继延，陈美廉，等，译．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３５－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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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的视角

学生的学习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技能、活动经验、生活背景
等基础上的．奥苏贝尔认为： “影响学习最主要的因素是学生已
知的内容，弄清了这一点之后，进行相应的教学．”① 只有当学习
的新内容与学生头脑中的原有的认知结构相联系，才会产生有意
义的学习，从而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教师需要换位思考，从学生
学的视角来看待教材，务必考虑到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以及潜在
的认知水平，“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他应当看到学生的情
况，应当努力去理解学生心里正在想什么，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或
是指出一个步骤，而这正是学生自己原本应想到的．”② 教材虽然
在编写时考虑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但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时代发
展，教材未必能紧随改版．教师需考虑学生的需要、学生的基
础，从学生的认知逻辑来挖掘教材，使其服务于学生的学习．
“模拟”学生学习的过程，回顾以前自己学习时的困惑，站在学
生的角度考虑，概念呈现是否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出发点是否合
适？是否符合自己班级学生实际？学生如何理解教材呈现的主题
图 （包括插图）、备注、例题、习题？有没有困难？如果有的话，

困难在什么地方？这些困难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引导学生解决？

解决路径是否唯一？等等．１９９４年，Ｓｆａｒｄ在第１８届数学教育
心理学大会上提出，如果要洞察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困难，

历史无疑是一个极佳的视角，不仅如此，他还说：“这种相似性
在同化、创造或学习新概念的特别关头是非常显著的，已经建构
的知识体系要经受彻底的再组织，整个认识论基础也要重新建

·５·

①

②

施良方．学习论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２１．
乔治·波利亚．怎样解题：数学思维的新方法 ［Ｍ］．涂泓，冯承天，译．上

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１．



构．”此外还要依靠自己过去的教学经验，有效但不露痕迹地、

自然地帮助学生，为此教师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
基于学生、为了学生、有效促进学生发展始终是教师钻研教

材的落脚点．钻研教材还需要具有发展性，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使教材内容真正成为促进学生个体自由和谐发展的载体、工具．
教材内容是学生学会的，而不是教师教会的．教师唯有站在学生
的角度思考教材、挖掘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教材，提高教师与
学生课堂对话的深度与有效性，真正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教材
承载的数学科学知识体系与中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现有水平是
矛盾的，年龄越小，知识越少，矛盾越尖锐．因此，钻研教材务
必考虑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起点，使学生
“跳一跳，摘到桃子”．同时，教师面对的学生不同，其学习路径
不同，遇到的困难也不同，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群体的不同，

采取灵活多样的处理方式．此外，还需要思考学生在学习相关知
识过程中对态度、理想、情感和兴趣的习得，使其产生愉快的心
理体验，这就是伴随学习或者附带学习．

四、考的视角

教材是中、高考各类考试试题的来源，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对教材的例题或习题进行改编，以获得较
为新颖的高考数学试题．但是试题并不是完全出自于教材，而是
基于教材，高于教材．教师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成绩与能力，

也应该具备命题者的视角，从考的角度来挖掘教材，为考而教未
必都是坏事．２０１０年高考数学四川卷文理科第１９题，直接考察
教材中最基本的两角和的余弦公式的推导；２０１２年高校自主招
生考试试题 “证明内角相等的圆内接五边形必为正五边形”就源
自于人教版 《数学 （九年级上册）》第２４章 “圆”第３节 “正
多边形和圆”的练习第２题 “各边相等的圆内接多边形是正多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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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吗？各角相等的圆内接多边形呢？如果是，说明为什么；如果
不是，举出反例”①．这些来自于教材的试题得分比较低，从一个
角度说明了教师对教材的忽视．教师钻研教材不能脱离中、高
考，这是目前我国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避免师生共同陷入学生解题和教师讲题的 “题海”．有大学
教授曾建议：“中学数学教学应该重教材的利用与开发、重数学
本质的揭示与思维过程的暴露、重知识的形成过程与知识间的逻
辑关系、重数学概念的理解与内化、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总结与提
炼．”② 譬如在复习概率知识时，不是简单对学过知识的重复，而
是要帮助学生整体宏观建构起概率知识网络，从而更好地促进学
生认知结构的完善，这样记忆才能牢靠，提取才能快速，应用才
能灵活．在梳理知识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注重数学思想方
法的提炼，强化随机思想．随机思想是高中数学课程的核心思想
之一，贯穿于高中数学课程始终，也是高中数学的一条主要脉
络．③

五、生活的视角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曾说：“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
的一切方面．”④ 强调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我国第八次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的数学教师普遍对数学的应用

·７·

①

②

③

④

吴立宝，秦华．２０１２年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一道平面几何题分析 ［Ｊ］．中国数
学教育 （高中版），２０１３ （５）：７８．

赵思林．一道公式推导试题引发的争论与思考 ［Ｊ］．数学通报，２０１１，５０
（９）：１６－１８．

吴立宝，邵珍红．一道２０１２年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概率问题分析 ［Ｊ］．数学通
报，２０１２ （７）：４４－４６，４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
著选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１６．



意识重视不够．① 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与
掌握抽象的数学概念与知识，并把抽象出来的数学概念与知识应
用于新的情境中．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正在不断地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材里的
主题图、例题、习题的背景，都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既有个体的生活背景，又有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背景、科学背景
等，如中学教材中方程的引入、应用等都密切联系了学生生活的
实际．要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就必须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在应用过程中培养．现实生活是数学知识的原型，可以有效
锻炼学生 “举三反一”的数学归纳能力，并在掌握知识之后，训
练学生 “举一反三”的数学应用能力，把学到的新知识应用于新
的情境之中．“学校应该关心学生毕业离校时世界将要发生的情
况，要据此来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善于适应做成人时将要遇到的
情况．”② 当然凡事都有个度，这个需要处理好 “生活化”的
度③，不是 “去数学化”，不是以 “生活化”取代 “数学味”．

六、研究的视角

教师拥有研究者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研究，在这里特指课后
反思．如教师对方程的课后反思，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从多个
层面、多个角度反思，以研究者的角色查找自己钻研的教材是否
存在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教学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学生学习
的困难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否合适？

哪些方法取得了好的教学效果？有没有更好的教学方法？有没有

·８·

①

②

③

郑毓信．数学教育：动态与省思 ［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９７．
Ｂｒｏｏｄｙ　Ｈ　Ｓ．Ｗ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ｏｆ　ｍｏｓｔ　ｗｏｒｔｈ？［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１９８２，３９ （８）：５７４－５７８．
曹一鸣，许莉花．数学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度是什么———基于中国４位数学教

师与ＴＩＭＳＳ　１９９９录像研究的比较 ［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７ （６）：６０－６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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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解题策略？等等．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思考，找到自己在教
学中存在的优点、缺点，通过不断地摸索，扬长避短，多次反
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通过回归自我、凝神拷问，

梳理归纳出一个较为完整的钻研数学教材的方案，再实施，再反
思，再修改．教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尽量超越自己，把 “追
求卓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追求，正如摩根·尼斯所说：
“理想的数学教师是一个美好的事物．这样的教师，应是一位纯
粹数学家、应用数学家，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社会学
家，一位教育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哲学家；一位心理学家、政
治家、有魅力的演讲家和领导者，甚至是一位医生、神父、作
家．”① 这是每一位数学教师的最高境界．教师多角度、多层次研
读教材，切实把握教材，更好组织教材，更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走出一条适合个人特色的钻研教材的道路．
“用教材教”而不是 “教教材”，教师只有吃透教材的精神与

实质，才能更灵活地、富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资源，不断提高
教材的 “附加值”，“钻入教材”是基础，“跳出教材”是拓展和
深化，前者重在理解，后者重在反思应用．无论设计怎样科学，

怎样完美，怎样利于学生，最终一定要落实到课堂教学中，以课
堂教学实践来检验效果．

（内江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吴立宝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曹一鸣　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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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奠宙，唐瑞芬．数学教育国际透视 ［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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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数学教材例题的功能分析

数学教材例题功能的分析

例题是数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数学课程目标、实
施数学教学的重要资源①，是数学教材中概念、命题与习题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数学教材设置例题的目的，是引导与培养学生应
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进一步搞清基本概念，启发
学生学有所用，用有所疑，疑有所思，从而将所学知识融会贯
通②．因此，例题在学生数学学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学生
数学概念的形成、数学命题的掌握、数学方法和技能技巧的获得
还是学生智能的培养和发展，都必须通过例题的解决来实现．因
此，课程专家在编写数学教材时特别重视对例题的选择和设计．
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一线教师并未充分认识到例题的价值和作
用，往往轻描淡写地讲述一下，有的甚至干脆舍弃不用而选择教
辅资料上的题目．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对数学教材例题的功能
认识不清所致．本文就数学教材例题，从示范引领、揭示方法、

展示新知、巩固新知、思维训练和文化育人等方面进行分析，以
期充分认识其价值．③

·０１·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 ［Ｓ］．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范印哲．教材设计与编写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１．
吴立宝，王富英，秦华．数学教科书例题功能的分析 ［Ｊ］．数学通报，２０１３，

５２ （３）：１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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