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数学广角教学研究

主　 编　 牟天伟　 朱维宗　 秦桂花

副主编　 张玉华　 吴天飞　 黄　 斌



内 容 简 介

本书依托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 对书中数学广角教材内容进行了解析和研究。 这项研究总体上

探讨三个问题： 首先， 教师的数学广角教学知识处于什么状况？ 其次， 数学广角课学生怎么学、 教

师怎么教？ 最后， 数学广角的教学结果与学习结果怎样？ 开展这项研究， 一方面方便小学教育专业

的本科生、 研究生了解当前数学广角教学的基本现状， 为他们将来进入小学一线工作带来一些便

利； 另一方面为一线教师在教学中更好地落实课程标准的精神和理念提供一些帮助。
本书共有七章： 绪论、 文献综述、 研究设计、 数学广角内容概述、 小学数学广角教学现状的调

查结果、 教学案例研究、 结论与思考。 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 小学教育专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和一

线教师能对小学教育科研方法有所了解。
本书可作为小学数学教师教学、 学习的参考用书， 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也可作为小学教

育专业研究生学习的参考用书， 还可作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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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广角教学是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对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

题、 培养数学思维、 形成良好的数学素养和优秀的意志品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数

学广角作为人教版数学课标实验教材新增的特色板块， 内容新颖、 与生活联系密切， 活

动性和操作性较强， 教与学都有着较大的探究空间， 因此学生对这块内容的学习有着浓厚的

兴趣， 并且其与其他内容相比， 思维含量较高。 但随着课改实验的深入进行， 各种教学的困

惑也随之而来。 如： 教学目标定位失当、 数学思考落实不到位、 数学活动徒具形式、 过度追

求生活化与趣味性。 有些教师把数学广角当作实践活动课来上； 有些教师则将其上成科学常

识课， 还有些教师把数学广角上成了简单的游戏活动课或传统的应用题教学课。 目前亟待对

学生和教师对数学广角教学的现状和适应性展开研究、 总结经验、 优化策略来成就学生、 成

就教师。
《小学数学广角教学研究》 是 “四川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卓越初中数学教

师 ‘模块＋平台＋阶段’ 培养模式研究” 和 “２０１７ 年成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编号：
２０１７Ｚ０６） ” 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从小学数学广角教学的现状研究入手， 分析小学数学课

程中对数学广角教学的要求及在教材中的编排顺序； 对国内外数学广角的教学理论做了较为

详细的文献综述研究； 通过调查法、 访谈法、 比较分析法、 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分别对教师

和学生关于数学广角方面的情感态度、 思维水平、 学习结果等多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深入研

究；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数学广角教学策略并在教学案例中实施。 本书力求解决如下

问题：
（１） 新版教材 （以人教版为例） 中数学广角教学内容的变化特征及教材的编排意图是

什么？ 正确把握教学内容变化特征及教材编写意图有助于教师有效开展教学设计， 提高教学

效率。
（２） 小学生的问题解决水平如何？ 选择部分城区、 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学校作为样本，

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 习惯和水平， 分析其差异原因， 有助于教师合理选择教学策略。
（３） 教师的数学广角教学现状如何？ 基于课堂观察、 问卷调查、 访谈等多种方式了解

教师在数学广角教学方面对新课程的适应性及困惑； 通过常态课与优质课的对比， 明确教师

专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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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数学广角教学方面有效教学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总

结小学数学广角教学在情感态度方面、 过程与方法方面、 知识内容方面和练习方面的基本

策略。
希望本书对研究小学数学教育的教师、 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及数学专业的学生等有一

定帮助。
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有力支持和资助的成都师范学院数学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教师培

训管理中心； 对本书中引用的一些小学教育研究成果的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深深感谢

关心、 支持本书出版的所有同行和朋友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或疏漏的

地方， 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语及符号说明

数学广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Ｗｉｄｅ Ａｎｇｌｅ）： 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教材中的独立单元。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么 ［Ｍ］ 北

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课程标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是确定一定学段的课程水平及课程结构的纲领性文

件。 课程标准一般包括课程标准总纲和各科课程标准。 （见：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Ｍ］ 上

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
课程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是学科、 活动和相应的学习情境、 活动情景的统一。 （见： 李方 

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Ｍ］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
教学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 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活动。 （见： 顾明

远  教育大辞典 ［Ｍ］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
数学思想方法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的本质认识，

是对数学规律的理性认识， 是从某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的数学观

点， 它在认识活动中被反复运用， 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是建立数学和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指

导思想， 例如： 化归思想、 分类思想、 模型思想、 极限思想、 统计思想、 最优化思想等； 数

学方法是指在从数学角度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包括数学内部问题和实际问题） 的过程中

所采用的各种方式、 手段、 途径等， 包括变化数学形式。 （见： 钱珮玲  中学数学思想方法

［Ｍ］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
教学策略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是指当教学目标确定后， 根据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

的特征， 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方法和手段， 从而形

成具体有效率意义的特定的教学方案。 教学策略具有综合性、 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见： 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 ［Ｍ］ 北京： 教育课程出版社， ２００４ ）

自主学习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人本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重视学习过程和学习者潜能的发挥， 主张学习者积极、 自发学习， 强调自我评价的重要性。
对于自主学习的定义， Ｈｏｌｅｃ （１９８１） 认为自主学习是对自己学习的一种负责；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７） 认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决策和实施决策的负责能力。 “要我学” 变成 “我要学”。 自

主学习就是 “自我导向、 自我激励、 自我监控”， 学习者自己确定学习目标， 自己制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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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自己设计评价指标。 这需要感情的投入和内在动力的支持， 所以自主学习是一种有效

的学习。 （见： 喻平  数学教育心理学 ［Ｍ］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
排列与组合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从 ｎ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ｍ （ｍ＜ｎ） 个元

素，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 叫作从 ｎ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ｍ 个元素的一个排列。 从 ｎ 个

不同元素中取出 ｍ （ｍ＜ｎ） 个元素并成一组， 叫作从 ｎ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ｍ 个元素的一个

组合。 （见： 王诚祥， 马家祚  排列组合和概率 ［Ｍ］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
重叠问题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小学数学广角中的重叠问题是向学生渗透集合

知识的载体， 通过维恩图的学习， 体会集合思想的核心。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

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烙饼问题 （Ｆｌａｐｊａｃｋ Ｐｒｏｂｌｅｍ）：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安排的数

学广角中例 １ 的烙饼问题， 渗透的是运筹的思想方法。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

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统筹安排 （Ｍａｋ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

安排的数学广角中与统筹安排相关的知识主要是运筹思想， 设计的两个例题分别对应着运筹

学中的规划论和排队论， 目的是培养学生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从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的

意识，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对策问题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对策论研究的是竞争双方各自战胜对手时

采用的对策， 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生活中的应用极其广泛。 （见： 丁丽  数学广角

学什么与教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植树问题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是 “奥数” 中的经典问题， 是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的载体。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数字编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 数字编码就是用预先规定的方法将文字、 数字或其他对象

编成数码， 或将信息、 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

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找次品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数学广角中的内容。 从人教版配

套的教师用书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学习这一内容， 目的是让学生在合作学习和小组交

流中， 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及运用优化策略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通过总结、 猜测， 归

纳出优化方法的过程， 进而培养学生的推理、 抽象能力。 （见： 丁丽主编  数学广角学什么

与教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鸡兔同笼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ｂｂｉｔ Ｃａｇｅ）： 鸡兔同笼问题最早出现在我国古代数学名著

《孙子算经》 中， 虽然历经 １ ５００ 多年， 但该类问题还是向我们展现出了巨大的魅力， 一直

备受国内外数学家的关注。 虽然它的代数模型是解二元一次联立方程， 但是人们大多喜欢用

算术模型来求解。 有的人用金鸡独立法， 有的人让每一只兔都长出另一个头， 有的人把鸡的

翅膀看成脚， 还有的人让鸡兔都具有特异功能， 总之奇妙的解法层出不穷。 （见： 丁丽  数

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抽屉原理 （Ｄｒａｗｅ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抽屉原理最先是由 １９ 世纪德国数学家狄利克雷提出来

的， 所以又称 “狄利克雷原理”， 也称为 “鸽巢原理”。 （见： 丁丽  数学广角学什么与教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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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教师知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是指教师 （作为教师时） 所知道的东西。 它包含教

师的 “信念”， 如在教授某一特定内容时， 知道哪种策略是最为有效的； “记忆”， 如一本教

科书的结构是指什么； “理解”， 如怎样运用某种教学方法， 等等  （见： 范良火  教师教学

知识发展的研究 ［Ｍ］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
教学策略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是指当教学目标确定后， 根据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

特征， 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方法和手段， 从而形成

具有效率意义的特定的教学方案。 教学策略具有综合性、 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见：
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 ［Ｍ］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

比较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

研究与判断的方法。 具体地说， 比较研究方法， 又称类比分析法， 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 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 （见： ［英］ 霍

恩比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Ｍ］ 王玉章等， 译  北京： 商务印出版社， ２００９ ）
案例研究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是一种研究策略， 其焦点在于理解某种单一情境下的动态过

程。 案例研究可以是单案例， 也可以是多案例， 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研究目的。 （见： 李平，
曹仰锋  案例研究方法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

文献研究法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是对文献进行查阅、 分析、 整理， 从而找出事物本质属性的

一种研究方法， 主要指搜集、 鉴别、 整理文献， 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

识。 （见： 孙亚玲  教育科研方法研究 ［Ｍ］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２ ）
个案研究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个案研究可界定为采用各种方法， 收集并研究与问题相关的

资料， 对单一个体或一个单位团体做深入细致研究的过程。 （见： 郑金洲， 陶保平， 孔企

平  学校教育研究方法 ［Ｍ］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
纸笔测试法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ｎｃｉｌ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是考被测评者学业水平的重要工具， 这种

方法可以有效地测量被测试者的基本知识、 专业知识、 管理知识水平以及综合分析能力、 逻

辑推理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 纸笔测试法的优点是一次能够出十几乃至上百道试题， 考试

题目的取样较多， 对知识技能的考核的信度和效度高。 对此方法对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分析，
因此费时少、 效率高， 但此方法对被测试者的心理压力小， 使被测试者较易发挥水平， 因而

成绩评定比较客观。
定量分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用数学的方法分析数据， 找出研究对象的数量特

征、 程度、 规模、 比例、 结构及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方法， 主要回答 “是多大” “有多少”
的问题。 （见： 孙亚玲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

定性分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使用逻辑的方法， 对调查所获资料进行思维加工，
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可能的原因等的一种方法。 （见： 孙亚玲  教育科学研

究方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
效度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是指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也就是测量的结果与所达到的目标之间

相符合的程度。 （见： 李方  现代教育研究方法 ［Ｍ］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
信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简单地说， 就是测量结果的可信程度。 （见： 黄光杨  教育测量与

评价 ［Ｍ］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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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巴哈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是一套用来衡量心理或教育测验可靠性的方法， 依

据一定公式估量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作为信度的指标。 一般说来， 该系数越高， 测量工具的

信度就越高。 在基础研究中， 信度至少要达到 ０ ８０ 才可以接受。 在探索性研究中， 信度只

要达到 ０ ７０ 就可以接受； 介于 ０ ７０～０ ９８ 均属高信度； 低于 ０ ３５ 则为低信度， 必须予以拒

绝。 （见： 关守义  克隆巴哈 α 系数研究评述 ［Ｊ］ 心理科学， ２００９ ）
均值 （Ｍｅａｎ）： 又称算术平均数， 表示某变量所有取值的集中趋势或者平均水平。 （见：

杨晓明  ＳＰＳＳ 在教育统计中的应用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是指估计总体参数落在某一区间时， 可能犯错误的概

率， 用符号 α 表示， 有时也称为意义阶段或信任系数等。 （见： 张厚璨， 徐建平  现代心理

与教育统计学 ［Ｍ］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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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先生不是教书， 不是教学生， 乃是教学生学。
———陶行知

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强化训练是中国数学的传统， 但是教育者清楚地认识到扎

实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技巧对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是不足的。 史宁中先生说创新能

力依赖于三方面： 知识的掌握、 经验的积累、 思维的训练， 三方面同等重要。 关于知识的掌

握， 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经验的积累， 还差得很多； 关于思维的训

练， 我们做得也不够， 只能打五十分①。 中国数学教育的传统重视知识， 但是经验的积累和

思维的训练明显不足。 数学广角是人教版数学教材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小学数学思想方法教

学的主要载体， 有利于积累学生的数学经验和训练学生的数学思维， 可谓小学数学教学的新

鲜血液。
这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 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 研究的内容和意义以及研究

思路。

１ １　 研究背景

教学受到经济水平、 生产力发展水平、 政治制度、 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和限制。 教

学目的、 教学手段、 教学策略、 教学内容、 教学对象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当今世界

对人才的要求、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以下简称 “新课改” ） 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

的变革和数学广角教学的需要成为这项研究的背景。

·１·

① 史宁中  《数学课程标准》 的若干思考 ［Ｊ］ 数学通报， ２００７， ４６ （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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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当今世界对人才的要求

从 １９０４ 年癸卯学制颁布、 １９０５ 年废除科举至今， 中国现代教育已逾百年历史； 从 １９７７
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 中国当代教育改革也已走过了 ４０ 余年。 从国内外的比较结

果来看， 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对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 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

乏， 比如蔡金法在 《数学教育中的疑难问题》 一文中指出： “中国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常规

策略上有效， 而美国课堂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上有效； 中国课堂向来以组织精心、 结构严

谨著称。 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结构的严谨性， 教师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周密的思考、 精心的

设计， 从而为学生铺路， 希望学生系统地了解概念的来龙去脉或解题过程的详细步骤。 对于

结构非常严谨的课， 教师把所有的挑战都回避掉或者替学生克服了， 以至于学生不用做太多

的思考就可以得到答案， 这是结构严谨的课的致命弱点”①。 当今社会， 人才资源是科学发

展的第一资源， 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 高层次人才已经成为全球化竞争日趋

激烈条件下制胜的核心战略资源。 ２１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劳动者在素质和结构方面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 面对目前中国教育的弊端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

平衡， 中国的教育必须肩负起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的责任。
面对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呼吁与需求， 中国当前的教育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以考试为目

标的教学里， 多数教师以分数为目的， 怕去改革， 怕去尝试， 怕因此而造成成绩下降。 这样

的教学， 对学生个体而言， 使得他们更容易发展以识记为主要特征的接受性学习， 而仅有少

部分学生能够形成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研究性学习。 但是， 人类的进步与创新， 必须依靠后

一种学习方式。

１ １ ２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的变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这项研究的主要背景。 中国教育部在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颁布了 《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开启了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这次改革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改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提出了六项具体的

改革目标， 从课程功能、 课程结构、 课程内容、 教学过程、 课程评价、 课程管理方面对基础

教育课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②。 有人评价这次课程改革是改革理念最先进、 改革投入最

多、 参与人员最广泛、 改革最全面深入的一次课程改革， 因此将会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课程

改革③。 该纲要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２００１ 年的 ７ 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阶

段的 １８ 个课程标准，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 就在其中， 该标准首次

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进行了全盘考虑， 并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将九年的学习划分成

三个学段： 第一学段是 １～３ 年级； 第二学段是 ４～６ 年级； 第三学段是 ７～９ 年级。 ２０１１ 年教

育部又颁布了 《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更加具体地描述了数学教学的总目标和学

段目标、 课程的内容和实施的建议， 比如在新的课程标准中， 原有的关键词 “符号感” “统

·２·

①
②
③

蔡金法  数学教育中的疑难问题 ［Ｊ］ 小学数学教与学， ２０１４ １１： ３－４
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２００１
钟启泉  “教师专业化” 的误区及其批判 ［Ｊ］ 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０３ （３－４）： １１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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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观念” 分别修改为符号意识和数据分析观念； 新增了几何直观、 运算能力、 模型思想、
创新意识四个关键词； 明确提出了 “四基”：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数学思想、 基本数

学活动经验； 提出了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新课改实施以来，
教师的教学观念、 教学方法和教材的内容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 改革越是走向深

入， 出现的问题也越多， 数学课堂教学相对于以前的教学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从教学

的理念到教学的实践是否都服务于学生、 都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在教科书、 教学理念的变换

之下， 这些具体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教师的教学的都需要深入思考。

１ １ ３　 新课改背景下数学广角教学的需要

教育部在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颁布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开启了我国新

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的课程标准也做出了相应的修订，
新的课程标准将问题解决列为数学教育的四大目标之一，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须达到的问

题解决的目标， 做了如下具体规定： “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 理解问题， 并能综

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 发展应用意识； 形成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策略， 体验解

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发展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学会与人合作， 并能与他人交流思维的过

程和结果； 初步形成评价与反思的意识①。” 人教版数学课标实验教材在围绕课程标准的理

念下， 对以往教材进行了大幅度改编， 以解决问题代替了应用题， 不再将应用题根据解题的

特点进行分类， 而是采用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的方式， 其分散编排就是将解应用题的知识渗

透到数与代数、 统计与概率、 空间与图形这三大学习领域， 集中编排主要体现在综合实践、
数学广角里。 数学广角是一个应运而生的解决问题的板块， 但是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不仅

具有解决问题的一般特点， 而且具有实践性强， 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手段与原理， 积累活动

经验的特点。 数学广角作为人教版数学课标实验教材新增的特色板块， 内容新颖、 与生活联

系密切， 活动性和操作性较强， 教与学都有着较大的探究空间， 学生对这块内容的学习有着

浓厚的兴趣， 并且其与其他内容相比， 思维含量明显较高。 但随着课改实验的深入进行， 各

种教学的困惑也随之而来。 如， 教学目标定位失当、 数学思考落实不到位、 数学活动徒具形

式、 过度追求生活化与趣味性。
认识到数学广角存在的意义之后， 面对数学广角教学的这些情况，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优

化数学广角的教学， 对数学广角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梳理， 了解教学的现状与教师教学中

存在的困难， 并提出一些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１ ２　 核心概念界定

这项研究中主要涉及 ８ 个核心概念， 它们分别是： 数学广角、 教师知识、 教学现状、 优

质课、 常态课、 教学案例、 调查研究和数学思想方法。 为了方便研究， 在查找已有文献和研

究的基础之上， 对这八个核心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

·３·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Ｍ］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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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学广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Ｗｉｄｅ Ａｎｇｌｅ）： 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教材中的独立单元①。 即它是一个单元的名称， 本身的内容非常丰

富， 包括一些经典名题 （如鸡兔同笼）， 数学中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 （如对策、 统筹） 和一

些重要的与数学相关的研究方法、 手段和原理 （如乘法原理、 排列与组合、 集合了中的容

斥原理） 等。 其编排紧贴生活、 由浅入深、 螺旋上升， 教学目的是渗透数学的思想方法，
增加学生的体验， 积累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 发展学生的创作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但是数学广角思维含量与其他部分的内容相比过高， 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都是很大的挑

战， 因此数学广角的教学要面向的是全体学生， 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２） 教师知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是指教师 （作为教师时） 所知道的东西。 它包

含教师的 “信念”， 如在教授某一特定内容时， 知道哪种策略是最为有效的； “记忆”， 如一

本教科书的结构是指什么； “理解”， 如怎样运用某种教学方法， 等等②。 这是教师需要或者

说担任教师的角色时必不可少的知识。 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 最近十几年越来越多， 但是关

于教师必须拥有什么知识和拥有多少知识的研究， 人们尚未达成共识。 人们在早有的认识中

认为： 教师只需要掌握学科内容方面的知识。 这种观念到后来被逐渐扩展， 人们意识到教师

除了要掌握学科知识之外， 还必须具备教学的艺术， 即关于教学的知识。
埃尔伯兹 （Ｅｌｂａｚ） 把她研究的知识称为 “实用知识”， 具体包括学科知识、 课程知识

（关于学习的经验及课程内容的建构）、 教学知识 （包括课堂管理、 学生的需要）、 教学环境

知识和自身知识。
舒尔曼 （Ｓｃｈｕｕｒｍａｎ） 从他的研究角度提出了教师需要具备的七种类别的知识： 与学科

内容相关的知识； 一般性教学知识； 课程知识； 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 与学习者及其特点

相关的知识； 与教育环境相关的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标、 目的和价值以及他们的哲学和历史

基础的知识。
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 教师知识可以归纳到关于数学的这个大背景的知识、 教学的知

识、 学生的知识、 教育技术的知识。
关于教师储备知识的多少， 多数研究者认为： 一线教师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
（３） 教学现状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教学是一种特殊

的认识③。 教学认识的内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活动的条件和环境的条件。 活动的条件指教学要

素， 如教师、 学生、 课程、 教学手段； 环境的条件指教师、 教学设备、 校园等， 关于教学认

识的动力不是简单直接地来自社会实践， 而是主要在于教和学之间的矛盾及其转化； 教学认

识的客体以课程教材为基本形态； 教学认识的主体是学生； 教师是教学认识的领导者； 教学

认识的标准主要是考试。 教学现状的含义是教学方面的状态和情况， 它可以由以下三个方面

来表现： 学校、 学生和教师。 它们是反映教学状况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 通过教学状况

的考量， 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教学的情况， 可以对教育决策做出很好的、 很恰当的决定， 也可

以为教学的优化提供参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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