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课程标准分解与实施的研究
新北区教研室　 陈建伟

　 　 一、课题研究的总体概述

　 　 （一）研究目标：
总目标：旨在明确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全面改善学生数学课堂生活，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分项目标：
（１）细化《数学课程标准》，研制苏教版小学数学学习目标手册。
（２）落实学习目标，构建目标清晰、活动高效、评价有效的数学教育主张。
（３）提升学生数学课堂生活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二）概念界定：
数学课程标准分解：《数学课程标准》共四个部分：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

建议。我们主要依据前言部分对课程性质、课程理念的界定和课程设计思路，对课程目
标和课程内容教学分解，实现课程目标的二次分解，一次是把课标目标转化为教学目
标，第二次分解是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活动目标。这样，把课程专家、教材专家眼中
的课程转化为数学教师的课程。

实施：实施就是通过有效的课堂教学方式，把教师眼中的数学课程转化为学生获得
的数学课程，实现课程标准目标、学习目标和学习活动的三者有效落实。
　 　 （三）研究内容
１． 分解数学课程标准，构建苏教版小学数学学习目标系列的研究。
课题组通过对数学课程标准和小学数学教材（苏教版）的对比性研读，结合学生情

况，从数学课程标准（第一、第二学段）的分解入手，对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进行学习目
标系统架构，把数学课程标准具体分解为苏教版小学数学教学的学年（学期）学习目标、
单元学习目标和课时学习目标，明确每个课时的底线目标和高标要求，形成苏教版小学
数学学习目标系列。
２． 构建指向学习目标实现的活动模式，改善学生数学课堂生活研究。
具体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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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向学习目标达成的学习材料设计；
（２）指向学习目标达成的学习活动设计；
（３）指向学习目标达成的学习交流反馈的设计。
３． 构建指向学习目标实现的学习评价模式的研究。
评价目标与学习目标相匹配，评价方法与学习目标相匹配，让学习目标融合与评价

与学习活动整合之中。在课堂评价中促进学生提升思维水平，在练习评价中促进多元
分享。
　 　 （四）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检索、搜寻“数学课程标准分解”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分类、编辑
“概览”。

案例研究法：通过对个案的分析研究，追踪追因，寻求数学教育的本质。
行动研究法：课题组成员在课堂实践中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边实践边研

究。
　 　 （五）组织方式
１． 课题核心组：陈建伟、姚灵娣、马晓明、蒋冬梅、刘明、余煜、吴春燕、张辉、王芳、

丁志根、姚建发
２． 实验学校：全区２３所小学。

　 　 二、课题研究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过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课题组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
　 　 （一）边学习边研究，提高课题研究的科学性。

培训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深度学习课题研究方案，每一位核心组成员都能正
确解读方案，深入领会课题研究的实质。二是《数学课程标准》的学习培训，课题组主持
人参加了在杭州进行的全国《数学课程标准》研究高峰论坛后，组织课题组核心成员认
真学习了《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先生《关于数学课程标
准修订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和课标修订组马云鹏教授、吴正宪老师以及课标审定组
专家孙晓天教授等一批专家对数学课程标准的解读。在这基础上，２０１２年４月，课题组
主持人对全区小学数学教师作了《２０１１版数学课程标准比较性解读》专题培训。
　 　 （二）坚持边实践边研究，在行动中提升课题研究的有效性。

我们集中精力，做了三方面的实践性研究：
１． 完成了２０１１版数学上册和一二年级下册数学课程标准目标分解。课题组依据

２０１１版《数学课程标准》和２０１１版苏教版数学教材，以及学生资源等具体情况，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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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别是内容标准部分按照下列模式分解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评价的学习目标。
《数学课程标准分解与实施的研究》分解表
苏教版小学数学　 一　 （上）课标分解

２． 在实践中提炼了指向目标实现的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范式。围绕课堂教学的
目标如何才能有效实现，我们通过课堂调研，组织同题异构教学研究，总结提炼出了交
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范式。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范式的探索，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百草园小学、春江小学、百丈小学和吕墅
小学四所课题组实验学校进行实验。通过一学期的实验性探索，我们深深感受到：交往
互动既能通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能有效实现课堂教学目标。

第二阶段：２０１２年９月———至今，全区２３所学校全面展开。期间，课题组主持人在
全区２３所小学作了《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专题讲座，全区２３位数学教研组长上了研
究课，课题组核心成员姚灵娣副校长、刘明副校长、王芳副校长等都在区交往互动式数
学课堂研讨活动中上了研讨课。
３． 初步构建了基于目标实现的学生学业质量评价和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这项工作我们分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核心组层面，１０位课题组核心成员围绕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于

２０１２年７月研制了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评价标准，经过一年的实践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进行
了修订。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评价标准引领者数学实验老师的课堂改革。

第二个层面是实验学校层面：从２０１２年９月起，我们以新桥实验小学和百草园小
学为基地，开展基于目标实现的学生校本化质量评价标准研究。经过一年半的研究，基
本完成预期任务。
　 　 （三）坚持边研究边交流，在交流中完善，在实践中推广。
１． 区域内每年一次大型研究成果交流活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我们在春江中心小学启动了区域性“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研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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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课题组和常州市名师工作室———邓炜老师工作室合作，就计算教学

进行专题研讨，一组文章作为课题成果在《小学教学设计》２０１３年第一期发表。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我们在百草园小学组织了“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研讨，常州市教科

院副院长、特级教师潘小福全程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并对课程标准的分解与实施作了精
心指导。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们组织了“《数学课程标准分解与实施》暨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

成果展示活动，全面总结了课题研究的成果，反思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后阶段研究的
重点。
２． 每年参加常州－镇江－连云港三市联合数学教研活动，在大市层面参加交流推

广
课题组在常州市教科院的关心支持下，三年来，每年都参加常州－镇江－连云港三

市联合数学教研活动，课题组核心成员马晓明、王芳和子课题负责人荆亚琴都上了交流
课，课题组主持人和部分核心组成员连续三年参与了联合教研活动的沙龙研讨，交流课
题研究的过程与心得。

　 　 三、我们的研究成效和主要成果

　 　 （一）初步完成《数学课程标准》的分解，构建了校本化数学课程质量标准。

教　 材 目标分解 备　 注 教　 材 目标分解 备　 注
一上 已完成 一下 已完成
二上 已完成 二下 已完成
三上 已完成 三下 未完成
四上 已完成 四下 未完成
五上 已完成 五下 未完成
六上 已完成 六下 未完成

因２０１１版数学
教材未到位，延
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完成

校本化数学课程质量标准，是在完成《数学课程标准》分解的教材上，以新桥实验小
学、百草园小学为基地，根据课标要求、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制定的校本化的数学课程
质量标准，并把该标准作为学校数学老师进行教学和检测的依据。
　 　 （二）提炼了“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范式
１． “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的基本框架
“交往互动式”教学设计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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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设计主要是全课学习的任务设计，体现了全课的推进逻辑，是学习目标的二次
分解。主要是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常规积累。第二层次：核心过程。第三层次：拓展延
伸，总结提升。在第二层次“核心过程”中，根据学习目标，一般可设计三———四个学生
学习活动，有层次地推进学习目标达成。

横向设计主要是一个学习活动的推进过程，从左往右，是相互衔接的三个过程。先
是“活动内容和呈现方式”：设计的是学生的学习任务及教师投放任务的方式。接着是
学生的活动方式，设计的是学生接受学习任务后做什么，怎么做。最后是交流方式，设
计的是学生独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后，教师怎么组织学生交流讨论。

２． “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的实施策略
（１）合理组织小组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全员参与。
小组合作学习能较好地发挥生生之间的互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

在实践中，我们只要摸索了三种小组合作学习方式：
任务型合作：教师互围绕教学目标，设计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学生通过表

达、询问、沟通、交涉、协商等多种互动形式来完成任务。
互动型合作：以互动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的教学活动，教师系统地利用教学动态之

间的互动合作来促进学习，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重点强调教学
各动态因素之间的多向活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组组活动等。

问题讨论型合作：以问题为学习载体，以问题为中心，围绕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
和解决来进行的教学活动，使学生通过交流讨论逐步形成一种强力而又稳定的问题意

—５９４—



识，始终保持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
（２）交往互动中灵活点拨，打开学生思路
数学课堂是信息交流、思维碰撞的平台，是互动的过程，教师的及时引导点拨将直

接影响课堂的进展，是课堂教学过程能否往更深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学生思维无序时明向，让点拨发挥“指南针作用：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利用已有的

知识、经验主动探索和建构的过程。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不能有效处理新问题时，当学
生对某一问题思考时始终一团乱麻———不明晰思考方向时，教师应当机立断，给学生有
向的指导，让学生清晰思考的路径。

在学生思维单一时点拨，让点拨发挥“催化剂”作用：当课堂中学生思维出现比较
单一的情况时，教师要及时地介入，深挖学生语言背后的思维，有针对性地点拨，帮助学
生打开思路，提高思维的品质。

在学生思维创新时放大，让点拨发挥“人参果”作用：动态的课堂，面对开放的信
息，学生有时会冒出一些灵感、创新，这些无疑都像“人参果”一样珍贵。这时候，就需要
教师善于捕捉信息，针对学生不同的状况及时放大这些“人参果”的价值，对学生的思维
进行疏理并加以提炼和提升，促成师生积极高效的互动。

（３）充分利用学生资源，提升生生互动质量。
我们从三个方面具体落实：
一是充分利用学生资源，组织课堂互动。
互动式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通过对话、沟通、合作推进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

对各种不同资源的及时捕捉是课堂“学情解读”的关键，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目标实现的
保证。在教学中，我们力争做到：

①不同资源，分类处理：课堂教学中出现的资源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首先对资源进
行准确的价值判断，并根据特征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种类的资源要给予相应的回应反
馈，使资源的价值得到提升，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

②并联呈现，互动交流：课堂中，要尽可能“并联式”地同时呈现学生的基础性资源。
学生通过对同时呈现的资源比较鉴别、辨析错误等有效互动，从而提炼出正确的最佳方
案。

二是合理组织组际互动，增强交往互动实效。
在组织组际交流的多向互动中，我们归纳了四种交流互动方式：
互补式互动：交流一方对另一方的内容进行补充，深化了另一方的意思；
正反式互动：交流双方从正反两方面说，使交流内容相互衬托，交相辉映；
相映式互动：交流中双方说的各是一件事，各自具有完整的意思，而双方又能合谐

的统一在一个题旨之中；
争辩式互动：交流中一方的发言是对另一方的批评和否定，引发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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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所用，自己既有的知识被他人的视点所唤醒
和激活，各自生成自己的认知。

三是在争论碰撞中，引领交往互动走向深入。
交流双方凭借各自的经验，在活动中进行心灵的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

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教学中课堂已不在单纯
是教师独霸的唱独角戏的舞台，也不在是一个个学生张开口袋等待灌注的知识回收站，
而是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生命活动的广阔天地，是浮想联翩、精神焕发和创意生成的
智慧的沃土。
３． “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的特点
（１）“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是以学习目标为导向，通过目标的两次分解：第一次通

过对教材的研究，把课程标准的要求分解为课时学习目标，实现了课标要求与学习目标
的有效对接；第二次，在教学设计时，把课时学习目标细化到具体的学习活动之中，实现
了学习目标和学习活动的匹配性。通过目标的两次分解，实现了课程目标、课时目标和
学习任务的完美统一。

（２）“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结构性地围绕学习目标有层次地设计学生的学习活
动。不同的学习任务，又有不同的活动方式，或独立探究，或同伴互动、或多人小组讨
论，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中提升。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的角色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是活动的操作工，他们可以根据任务设计活动的方案、活动
的路径，选择学习成果交流的方式，他们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３）“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体现了课堂互动的多向性。
“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强调了学生学习活动后的交流设计，彻底转变了课堂的

交流方式。

交往互动式课堂交流方式，是学生围绕学习任务，把自己在学习活动中的成果、感
受、经验、教训和同学分享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在，变传统课堂单向交流为多向网
状交流：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个体与学生小组、小组与小组、学生与教师，学生小组与教
师之间的交流。学生在这个多向交流过程中，不但掌握了知识，还发展了交往互动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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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全区开展“交往互动式”教学现场会四次，教学研讨活动近百次，形成了百
例“交往互动式”教学精品教学设计。学生课堂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生主动探究
从展示走向了日常，学生互动从单向走向了多向。课堂真正成了学生主动讨论、主动学
习的学堂。
　 　 （三）构建了交往互动式数学课堂评价标准

项　 目 指　 　 　 　 标 意见与建议
目标设计 １． 目标明确，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年段特点。

活动设计

２． 学习活动有向开放，板块清晰；内容呈现形式合理。
３． 活动推进节奏恰当，活动方式合理。自主探究、小组学习、
同伴互动设计合理，活动路径设计清晰有效。
４． 练习设计有层次，具有实践性和开放性。

课堂交流

５． 课堂资源生成丰富，教师对新资源有敏感性。能及时捕
捉，并能合理转化为互动性资源。
６． 交流方式灵活、多元，师生回应及时、明确，课堂有推进感。
７． 生生互动、组际互动质量高（倾听质量、讨论及不同意见表
达），能打开思路，提升学习水平。

总结提炼 ８． 总结提炼水平高，内容有延续性。

综合素养 ９． 普通话好，表达能力强；媒体运用恰当有效；书写规范，板
书设计合理有序。

总体评价

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一批教师在研究过程中，学习着、思考着、实践着，同时也
成长着。三年中，课题组核心成员中，２人被评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课题组１８篇研究
论文在省级刊物发表，有２人在江苏省蓝天杯数学课堂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

　 　 四、我们的思考

１． 把课程标准分解成教学目标后，教师二次分解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即：围绕目
标，设计高效学习活动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２．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在教学中捕捉资源、利用资源组织学生交往互动的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升。

—８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