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苏教版教材　 　 　 　 　 　 　 　
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研究

　 　 一、基本概况

课题名称：依托苏教版教材　 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研究
课题类别：江苏省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立项课题
课题主持人：金坛市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陆卫英
核心组成员：戴志洪、张晨、毛月华、华国俊、周国俊、谢云、温育华
研究周期：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结题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二、主要内容

　 　 （一）研究价值
关注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数学教育目标现代演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全日制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２００１年）第一次明确地将“数学活动经验”列入课程目
标，在课程总体目标中提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使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来
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数学知识（包括数学事实、数学活动经验）以及基
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的应用技能；而到重新修订的“课标２０１１版”将基本活动经验
从“知识范畴”中单列出来，成为课程总目标中的“四基”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依托苏
教版教材，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研究”这一课题，该课题突出的研究价值在于，
它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研究文本，把“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这个研究主题呈现在大
家面前，以具体的课例来呈现基于活动经验积累而进行的课堂目标定位、教学活动优化
或重构，以此成为探讨数学教学和教材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目标一：通过研究，转变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方式，依托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以期
形成有效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教学策略，形成一系列可供借鉴的、课堂教学课例；

目标二：通过研究，以期为学生提供更具现实性、丰富性和挑战性的数学活动，拓宽
学生的数学视野，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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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三：通过研究，提升教师深入解读教材的能力，开拓教师联系的、开放的课程视
野，转化教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培养一批业务素质高、实验操作能力强的骨干教
师。

内容一：有效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目标研究。
内容二：有效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研究。一方面是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

验的核心课例研究；另一方面是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系统课例研究。
内容三：有效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策略研究。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策略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采用“总课题组负责制”下的“子课题研究小组责任制”的

思路进行。根据研究内容设立四个子课题，选择唐王小学、岸头实验学校、儒林中心小
学、白塔小学四所农村学校为子课题研究学校，明确职责，指导各子课题组制定并实施
计划，全程指导，组织教学研究活动，提升和总结课题研究实践经验，汇总课题研究成
果，从而顺利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研究策略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查询有关文献资料，及时了解国内和本课题相关的
研究经验和动态，以便从他人的研究中获得理论和方法的启示，更好地开展本课题的研
究。

研究策略二：行动研究法。在实际教学情景中，边做边研，从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
修正研究方案，实现对“依托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深刻理解
与实践。

研究策略三：课例研究法。本课题的课例研究，是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课堂教
学作为例证所进行的教学研究。

研究策略四：调查法、观察法、个案研究与经验总结综合运用。通过调查、观察与个
案研究，针对目前“数学课堂关注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现状，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做
全面地分析、总结，不断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三、实践举措

（一）开展理论学习，提高研究素养。从实施研究起，每学期研究计划不断强调“理
论积淀，厚实底蕴”。做到指定全体成员学习理论专著、各类教育期刊，学习提倡关注本
课题研究方向，善于积累。目的是引领课题组成员在理论指导下理解研究内容，及时了
解本课题在小学数学教学研究方面的动态。

（二）理论结合实践，开展课例研究。课题研究以来，我们以课例为载体，依托教材
知识体系，分阶段、分侧重开展了行动研究。第一阶段：我们按知识发生发展的“纵深”
线索梳理了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知识体系，读透教材，做到把教材由“厚”读“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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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２０１１秋学期我们致力于积累学生活动经验的核心课例研究，主要依托教材“实
践与综合”领域进行了一至六年级的主题教学研究；第三阶段：２０１２春学期至２０１３年春
学期三学期中，我们分别对“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领域中的教材知识
体系开展了系统课例研究；第四阶段：２０１３秋至２０１４春课题一学年里，借同题异构（这
里的“同题”既指传统意义上的同一“课题”，也指依据同一知识体系中的同一“主题”）
的研究形式，开展了核心课例和系统课例相结合的教学研究。

（三）整合研训活动，提高研究实效。我们把课题研究渗透到日常全市小学数学学
科研训活动之中，首先整合常州大市的小学数学品牌学科活动，其次整合区域学科活
动，就相关领域展开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教学研究。通过对选择的核心或系
统课例的教学研究，帮助教师依托教材，加强课堂教学中唤醒、应用、积累、提升数学活
动经验的策略意识；并通过课例展示、讲座沙龙、辩课议课等方式帮助教师从关注“双
基”发展到关注“四基”。

（四）加强交流研讨，共享集体智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时邀请省知名
特级教师作零距离指导，不定期地参加全国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教学研讨会、江苏省优
质课评比观摩、全国现代与经典课堂教学研讨和观摩等活动，交流中学习，取长补短。
学习和反思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细化引领和启发，在研究思路上更为我们提出了许多
改进的建议和方法。

（五）重动态管理，保障课题推进。我们通过课题网站动态管理，力求让每一位成员
关注“研究动态”，了解课题研究“基本情况”，不时开展“计划总结”、“交流研讨”，丰富
“研究成果”。我们以研究网站为动态积累，以互动为基础，以学习为保障，以实践为核
心，以思考贯穿始终，使每一位老师真正成为课题研究的主体，不断提高自自己的研究
意识和能力。

　 　 四、理性认识

虽然《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中明确提出“四基”，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基本活动经
验”，不少专家对其解读众说纷纭，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看法。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
组长史宁中教授多次坦言：还没有明确定义，期望和大家一起探讨；数学课程标准修订
审议组组长宋乃庆教授也指出：对基本活动经验，我们研究的还十分不够。本课题研究
中我们主要借鉴重亲师范大学仲秀英教授的观点，对“数学活动经验”作如下界定：数学
活动经验是基于教材知识体系的学习，以课例为载体，学生从对经历的数学活动的感
受、体验、感悟的过程中获得的数学知识、技能、情感与观念等组成的有机组合型经验。

课题研究三年多，我们不断总结和发现后续的研究方向。例如，可以进一步做好以
课例为载体，探讨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最好能根据本课题研究中的系统课例提炼
出几类具体的数学活动经验，使教师感受到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获得具有现实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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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操作性；后期，可以从“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的研究走向“数学活动经验的应
用”的研究，能够整体构建小学阶段外显的、系统的、有序列的数学活动经验类型，并能
开发对学生数学活动经验获得的评价手段和各种质性评价方式等。

　 　 五、成果与影响

　 　 （一）初步明确落实积累基本活动经验目标的课堂组织结构
《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中的课程目标注重过程性目标和结果性目标相结合，明确提出

“四基”，即使学生“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活动的总体设计，课堂教学组织结构的具体展
开方式都应当考虑如何突出“四基”。自课题研
究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思考并尝试实践可行的
课堂教学组织结构，能将积累基本活动经验的目
标真正落实到教学实践中。

根据多次教学实践与研究，我们发现：基于
右表如此课堂结构的展开过程，不仅仅能达成
“双基”目标，学生经历了这样完整的数学活动，
“基本的数学操作经验”“基本的数学思维活动经
验（归纳的经验、数据分析、统计推断的经验、几
何推理经验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等系列数学活动经验才有可
能得到渐进积累，才可能会有数学思想方法的感悟。
　 　 （二）初步形成积累基本活动经验的课例教学实施策略
１． 依托“综合与实践”领域，形成了积累基本活动经验的核心课例教学实施策略。

《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版）在阐述“综合与实践”内容设置的目的时明确指出：“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有关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
识，积累学生的活动经验，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由此看出，“综合与实践”是
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重要载体。课题研究期间，我们依托此领域，针对其中一些典
型课例，展开了“开放实践活动课堂，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核心课例教学研究，并有了
初步成效：

（１）初步整理了“综合与实践”领域课堂活动的实施流程
“综合与实践”是一类以问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参与为主的学习活动。所谓“以问

题为载体”，横向看是解决学生容易解决的现实生活的问题，有时也可能是具有综合性
和挑战性的数学问题；纵向看引导学生综合应已有的知识经验，经历发现和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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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研究，我们确定了展开数学活动的实施流程大体如下：

（２）初步概括了“综合与实践”领域课堂活动的实施要点
“综合与实践”活动重在实践、重在综合，在教学中需要特别重视活动课堂的活动目

标达成（暨问题的选择），活动内容设计和活动组织（暨经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活动
形式（暨提供活动过程与结果的平台），活动评价（暨展开过程性评价）等各方面的实施
要点。通过研究，我们确定了展开数学活动的实施要点具体如下：

２． 依托“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知识体系，形成了积累基
本活动经验的系统课例教学实施策略。本课题我们确立了三个研究内容：“积累学生数
学活动经验的目标研究”、“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研究”、“积累学生数学活动
经验的教学策略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研究以来，我们依托上述三个领域，选取其中一些前后联系的知识体系展开了系统课例
教学。系统课例要展现是：教师为学生创设的数学活动应该整体构建，积累是一个循序
渐进、逐步提升的过程，并以获得更高层次的数学活动经验为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认
为，基于数学活动经验积累的课程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课程，设计教学时要从整体上把握
教材，将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和运用根据知识的前后链接逐步渗透、孕伏其中；研究中，
我们循着“知识体系梳理———教材具体解读———活动经验积累（实施要点及实施策
略）———系统课例实践”的研究路径，走出了一条以系统课例为载体，积累学生数学活动
经验的教学研究新路径，并作了“依托知识体系，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系统课例研
究”的初步梳理。
　 　 （三）经设计、修改初步形成约５０多个较为成熟的课例例证

参与课题课例研究的每一位老师，施教后要对自己的教学设计做提炼，形成一篇能
反映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的“课例稿”。包括三个部分：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描述＋
教学反思。教学设计：对教学设计的思路与意图进行说明（回答“基于积累学生数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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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经验，本课是怎样目标定位的？）；课堂教学描述：叙述课堂教学的实际进程（回答
“采用哪些方法与策略，丰富了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教学反思：对授课过程及效果的
反思与讨论（回答“本课教师帮助学生积累了那些数学活动经验？”）研究期间，我们定
期对其中一部分优秀课例进行再修改，修改成熟后的课例，为本区域基于积累数学基本
活动经验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定可行的范例与操作范式。据粗略统计，研究以来，我们
开展并成稿了约１６节核心课例，约１５个知识板块中的２３组知识体系的系统课例。并
集成了“基于图形和几何领域‘图形的认识’的课例研究———以《图形的旋转》典型课例
教学为例”等两本核心课例集和“基于数与代数领域‘数的运算’的课例研究———以一
至六年级复习课型的系统课例教学为例”等三本系统课例集。
　 　 （四）课题组成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专业成长

本课题研究期间，成员有１８篇相关论文在各级刊物上发表：１篇随专著出版、１篇
全国核心刊物、１２篇省级刊物、４篇市级刊物；有十多篇相关论文获江苏省师陶杯论文
评比、常州市小数年会论文评比等各项评比中获一、二等奖；研究期间，课题组成员９次
承担金坛市级大规模展示课，３次承担常州大市展示课；成员参加的“金坛市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金坛市中青年教师评优课比赛”中屡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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