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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思维视野下小学数学单元整理与
复习课的策略探寻

———以四年级下册“运算定律的单元整理与复习”为例

●赵会群　夏杭英

　　

[摘要]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面对“看不见”的学生高阶学习活动如何有效推

进? 本文提出单元整理与复习课可以是知识再加工过程中的高阶思维学习,并以“运算定律的单元整理与复

习”一课的设计为例,让学生体验高阶学习的教学策略:单元例题经历“整理、分类、比较”,分层练习要求“实、

通、拓、创”,课堂总结引领“回顾、归纳、概括”,让学生在分析、辨析、反思中发展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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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问题: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中怎样培养高阶学习

思维

数学活动要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引发

学生数学思考、鼓励学生创造性思维，而这些正好切合了高

阶思维。 那么数学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中是否要培养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那么可以怎样来培

养呢？ 面对学生，高阶学习活动要如何有效推进呢？ 如何

在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中让学生经历分析、综合、创造呢？

下面以“运算定律的单元整理与复习”一课为例，谈谈对这

些问题的粗浅看法。

诊断思考:分析、综合、评价、创造使知识再加工

(一)单元整理与复习课的内涵

整理就是“去除不需要的东西”“对已有文字作品或材

料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 单元整理就是把一个单元的

知识进行再加工，找到需要的东西，去除不需要的东西，进

行条理化、系统化处理。 复习指再一次学习，把以前遗忘

的知识记起来，重复学习过的东西，使学生对其印象更加深

刻，在脑海中存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整理与复习并不是简

单的“整理＋复习”，而是通过再次学习，把学过的东西进

行再加工，从而让知识尽可能多的在学生脑海中存留。

(二)数学高阶思维的意义诠释

数学思维可以分为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

造等。 其中，记忆、理解和运用主要是在已经知道如何做

的情况下进行的，属于数学低阶思维；分析、评价和创造主

要是在不知道如何做的情况下进行的，属于数学高阶思维。

承载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是我们要存留在

学生脑海中的，也是能在学生脑海中存留较久的东西。

(三)学生典型错误的障碍分析

通过前期运算定律单元的网课作业摸排，四年级学生在

这个单元里出现的典型错误主要有三种，见表１。

表１　四年级学生运算定律单元中典型错误分析

序号 算式 典型错误 障碍分析

１ １２５×８８ １２５×８０＋８
乘法分配律运用时后面的

８没有去乘１２５

２ １２５×８８ (１２５×８)×(１２５×１１)
乘法结合律运用时混淆分

配律的规则

３ ２４×９９ ２４×９９＋２４×１ 拆数时结果与原数不同

　　从表１看，学生主要错误是定律之间存在混淆，运用时

不准确。 我们可设计学习活动让混淆再现，学生在不断地

分析、比较、归纳中，理清本质，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

操作实践:承载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策略探寻

(一)单元例题经历“整理、分类、比较”，在分析中发

展思维

例题整理法指整理单元的各个例题来进行知识点梳理和

比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整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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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圈一圈、读一读整理例题

圈一圈指圈出单元中的例题，读一读指读出例题中的重

要内容。 本节课教师首先示范圈、读、写的过程，形成相

对应的笔记如，对公式定理进行归纳和总结。 然后，学生

在视频示范下整理其余例题。 教师引导学生去圈一圈、读

一读，去整理例题涉及知识的规律。 这个过程是知识的再

现，学生在整理的时候会唤醒记忆，从而让知识点在脑海中

再次留痕，加以巩固。

２．分一分、比一比发展思维

分一分指给例题分类，比一比指对不同的例题进行各种

层面的比相同和比不同。 分类和比较都是在学生不知道如

何做的情况下进行的，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可以有不同

的答案，属于高阶思维活动。 分一分，学生既经历了自己

的思考过程，又经历了分析别人的成果去猜测分类依据的过

程。 仅仅会分还不够，比一比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思维碰

撞。 几种比较方法，如横向比、纵向比、一个与多个比，一

步一步的找相同和找不同，让学生经历了“分析、比较”的

过程，既是对本单元知识的再加工，也是高阶思维能力发展

的过程。

(二)分层练习要求“实、通、拓、创”，在辨析中发展思维

练习可以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一定程度体

现学生的思维动态。 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上的练习应该针对

这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典型错误，分层次螺旋式渐进，求

实、求通、求拓、求创，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

１．基础练习求实，关注知识的模型建构

基础练习求实，面向全体学生，其目标为单元知识的模

型建构。 例如，本节课针对各个运算定律，设计了连一连

这个题目(如图１)。

加法交换律

加法结合律

乘法交换律

乘法结合律

乘法分配律

　　

■×▲×●＝■×(▲×●)

▲×●＝●×▲

★＋■＋▲＝★＋(■＋▲)

■×(▲＋●)＝■×▲＋■×●

▲＋★＝★＋▲

图１　连一连例题

这一题只是简单的定律再现，通过连接名称和符号表示

的算式，达成知识的有效迁移，帮助学生对运算定律建构

模型。

２．典型练习求通，关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典型练习指针对学生典型错误设计的练习，旨在解决概

念之间的混淆问题，厘清概念。 可设计分析、比较、辨析

等高阶学习活动，关注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针对典型错

误，教师设计了以下６个小题“怎样简便就怎样计算”，反

馈时重点把握第④、⑥两题，采用错例分析的方法让学生体

验观察、分辨、比较、反思等思维过程。

①９８＋２６５＋２０２　②２７３－７３－２７　③３２００÷４÷２５　④

８８×１２５　⑤１０１×３８－３８　⑥９９×３８
“８８×１２５”呈现出四种方法让学生分辨对错并纠因，

其中错例“(１１×１２５)×(８×１２５)”解决过程是比较结合律

与分配律的本质区别，而错例“８８×１２５＝８０×１２５＋８”通

过“相差多少”比较，强调分配律的特征。 第⑥题安排

“(１００＋１)×３８”和“(１００－１)×３８”两个算式，通过倒推

和题目比较来判断对错，纠正学生在拆数时的错误点，让学

生学会拆数后回头校对是否正确的方法。

这样处理是在做题目后再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反思，

从而加深印象，厘清概念的本质，既突破难点、巩固知识，

又发展思维。

３．提升练习求拓，关注方法的多样化

提升练习一般是教师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关

注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最后优化思想来达成拓展。 本课

的解决问题环节安排了融合几何图形的一道题，以一题多解

的形式拓展学生的学习思路。

例１：李大爷家有一块菜地,这块菜地的面积有多少平

方米? 你有几种方法?

反馈时分三步走，第一步逐个说明四种方法；第二步分

析四种方法的解题思路为分一分、补一补、移一移(见图

２)；第三步优化方法。

图２　一题多解的方法

　　上面四种方法体现了三种解题思路，特别是移一移最能

拨动学生的思维之弦。 而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也是一个归纳总结的过程。 练习提升的过程，也是学生高

阶思维发展的过程。

４．拓展练习求辨，关注定律的创新运用

拓展练习可以承载各方面的拓展，但是其目标要尽量指

向创新，本课采用的方法是规律的探究、创新、运用等。

本次拓展练习安排以下习题，根据初中数学的平方差公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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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而来，教学时分三步逐步推进。

小明在计算中发现：

３×１＝２×２－１×１

４×２＝３×３－１×１

５×３＝４×４－１×１
……

１１×９＝１０×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１１×１１－１×１
你有什么发现? 请把下面的算式补充完整。

２１×１９＝(　　)×(　　)－１×１

３４×３２＝(　　)×(　　)－１×１
……

(　　)×(　　)＝５０×５０－１×１
(　　)×(　　)＝１００×１００－１×１
第一步，观察算式说规律。 学生逐步发现等号左边是

两个相差２的自然数相乘，等号右边是左边两个数的中间数

相乘再减１乘１的积。

第二步，根据这个规律补充完整后面的算式。

第三步，规律的创新运用与辨析。 出示“９９×１０１”，

运用规律后可以写成１００×１００－１×１，从而体会运用规律

后计算更简便。 再出示“４９×５１、１４３×１４５”让学生判断，

在辨析中体会到规律的运用虽然适用所有算式，但不会使所

有的运算过程都更简便。 因此，还是要根据数据的特征来

灵活选择。

在这里填算式完成知识的巩固，把规律以简便计算形式

加以运用，再辨析规律的适用范围。 这个过程是一个“观

察—归纳—表征—运用”的过程，也是“运用—套用”“辨

析—灵活”的一种思维活动。 同时规律的进一步应用与范

围的感悟也是一种创新的体现。

(三)课堂总结引领“回顾、归纳、概括”，在反思中发

展思维

课堂总结是一堂课的结束，既进行知识的总结，也进行

方法的总结，培养反思能力。

师：这节课，我们采用圈一圈、读一读的方法整理了单

元例题，又通过分一分、比一比的方法对本单元的知识点进

行了梳理，最后通过练一练检查了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

这里并没有安排知识的总结，而是学习方法的总结。

这些也是本节课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希望能存留在学生脑海中

的东西，即思维能力。

反思总结:单元整理与复习课的策略提炼

通过实践，总结出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主要可以分为四个

环节：课前收集典型错误，分析障碍点；课上选取整理方

法，组织思考辨析；设计练习突破难点，进行开拓创新；回

顾反思，总结思维方法。 以此来努力培养学生的分析、综

合、评价、创造思维(见图２)。

图２　思维导图法

单元整理方法除了例题整理法，还有思维导图法、错题

比较法、一题多联法。 这些方法很多教师都会用，本文要

强调的是这些方法整理后的分析比较环节，是对知识网络结

构的建构过程，也是学生分析、综合能力培养的土壤，是高

阶思维学习活动。 练习设计的策略是基础练习求实，典型

练习求通，提升练习求拓，拓展练习求创。 有时候也可以

把这几个练习整合成综合性较强的习题，让学生层层深入完

成。 单元整理与复习课，从知识角度来说，是一个单元的

结束，另一个单元的开始。 而从学习方法、思维能力角度

来说，则是一个螺旋向上迈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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