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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角下开展小学数学教学的有效策略

●韩　珂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核心素养逐渐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终极目标,小学数学教师更加明确数学课堂要培养

什么样的学生.由此可见,核心素养俨然成为当前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导向,指引着数学课堂的教学组织的

设计与实施.所以,小学数学教师应当了解核心素养的内容、内涵和价值,并从核心素养视角入手,研究数学

教材、分析学生情况,尽可能采用能够突出数学学科本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切实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在这里,本文提出了紧贴核心素养、抓准课程内容、创设问题情境、实施生活化教学和注重合作探究

等教学策略,以期顺利而有效地展开基于核心素养视角的数学教学,切实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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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下，小学数学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教学

理念越来越向新课程理念转变，教学模式已经逐渐

被现代教学模式所替代。 受新课改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师

愈加看重核心素养理念，已经不自觉间把核心素养融入新课

堂教学中，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然而，

核心素养是一个新兴的理念，很多老师对于它的认识还不够

深刻，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还缺乏较为成熟、有效的实施策

略。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紧跟时代步伐，促进新课程

改革，发展所有学生的核心素养，有责任也有必要探索基于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数学教学策略，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教学

经验，提供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案例，供同仁参考，助力提升

课堂教学效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数学教学畅想

根据小学数学课程标准内容，核心素养是学生从生活中

学习数学及适应未来学习发展所必备的能力、品质，主要包

括空间观念、数学建模、运算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

探究能力、数感等，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学生数学学习中

不可缺少的能力或素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小学数学

核心素养不是某一种知识技能，但又基于知识技能、高于知

识技能。 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力，而是学生在小学数学

课程学习中要达成某些学习需求、学习目标所需求的综合性

能力。 这种学习需求和目标，可以是某一种知识技能的掌

握、学习上的进步，也可以是运用数学知识、数学方法解决

现实问题的能力。《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如何要让

所有学生都得到良好的数学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

数学概念的能力，指导学生掌握科学有效的数学方法，帮助

学生形成利用数学视角观察分析、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

因此，当下的小学数学教学要以核心素养的培养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这既能发展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又符合新课程改

革的要求。 如何做到这些呢？ 作为多年工作在教学一线的

数学教师，笔者认为借用新的教学设备，引入新的教学方

法，同时，合理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段，通过对“新”与

“旧”的整合利用，来探索有效的教学策略，切实解决

“老”问题，开创“新”局面，方能有效提升教学水平，培

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学数学教学策略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应以核心素养的

培养为目标，且立足核心素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整合和创新。

基于此，下面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建模、运算等核心素

养为目标，进行了教学策略的探讨。

(一)紧贴核心素养，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数学教学既然从核心素养视角入手，教师就要紧贴核心

素养，针对核心素养的内容进行教学组织设计和安排，使教

学方案、教学活动适应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需要，切实让

学生在数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初步建立空间观念，拓展自身

的形象思维。 以积累图形知识经验，学好空间和图形的相

关内容，为后续更有效的数学学习奠定基础。

１．演示呈现生活，刺激想象思维

空间和图形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难点，学生学习起来较

为困难，不易形成空间观念。 可以让学生借助想象在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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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现出几何图形，构建出几何图形的空间观念，形成较牢

固的图形认识。 所以，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直观动

漫式的演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强化视角感官，激活学生

的想象思维，初步建构起空间观念。 譬如，引导学生学习

认识射线时，其概念比较抽象，教师直接动用多媒体动画呈

现手电筒照射夜晚的天空、流星划过天空的轨迹场景画面，

指导学生想象以点线形式画出光线无限长的情境。 这样，

假设无限长的光线是射线，光源是端点，纸上描绘的图形就

建构的射线，从而帮助学生理解射线这一概念，简易地建立

起空间观念。 除了上述的射线概念教学，还可以将想象应

用于其他几何图形的教学中。 例如，对于圆的教学，教师

可以先让学生想象一个完美的、光滑的、没有棱角的图形，

然后引导他们用想象力去描绘这个图形。 接着，教师可以

利用多媒体展示圆的动态生成过程，让学生观察圆的周长和

直径的关系，以及圆心到圆上任一点的距离都相等的特性。

通过想象和直观展示的结合，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圆的

概念和性质，进而形成更加清晰的空间观念。 另外，对于

复杂的几何图形，如长方体、正方体等立体图形，想象也可

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想象一个由许多小

正方体组成的大正方体，然后指导他们想象从正方体的一个

顶点出发，沿着正方体的棱边，穿越整个正方体，最后回到

出发点的路径。 通过这个想象的过程，学生可以更加直观

地理解正方体的结构和性质，从而建立起更加牢固的空间

观念。

２．借用活动平台，激活想象思维

除了借用多媒体视频呈现出来的效果激活学生想象思维

外，还可以借用活动平台，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操作中激活

自己的想象思维。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一些数学

思维，教师可以在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想象思维的基础

上，按照老师的导学要求，动手动脑，成功在脑海中想象出

几何图形，直接建构学生的空间观念。 例如，讲直线时，

组织“找一找我的家”实践活动。 具体的是，在黑板上画

出５个简笔人体画，分别代表学生a、b、c、d、e，各自对应

的家是 A、B、C、D、E，要求学生用不考虑实际道路条件，

找出他们谁到家的距离最短。 学生受活动问题的启发，激

发其想象思维，不断在脑海中想象“什么路线最短”。 经想

象猜测，学生根据已学知识，成功画出直线，用“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概念对比分析出了到家路线最短的学生。 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有效认识了几何图形，有效建立起了空间

观念。

(二)抓准课程内容，发展学生的建模、运算等能力

小学数学课程内容纷繁多样，不同的知识内容有着不同

的特点，也对应着不同的核心素养发展需求。 所以，教师

授课前要精心研究教材，抓准课程内容，分析该课程内容适

合培养哪些方面的核心素养，再重组教材，设计符合发展学

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方案，使核心素养有效融于课堂教学，学

生一边接受数学知识，一边发展自身的核心素养。 基于这

样的考量，讲面积、体积及一些数学运算内容时，教师可以

借课程内容，把建模、运算等核心素养培养和面积、体积的

测量和计算结合起来，学生反复操作练习，养成数学建模的

思维习惯，有针对性地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建模、运算等能

力。 拿长方形、正方形等图形面积学习来说，先提供长方

形、正方形的实体物，指导学生测量，利用计算公式运算，

得出具体的数值。 经过学生亲自动手实践操作，引导学生

理解消化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公式，形成字母表达

式。 然后，布置练习题，指导学生运用面积计算公式，解

决生活中求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问题。 经历了实践—运

用—再实践的求知过程，帮助学生构建数学建模思维，提升

其图形运算能力。

(三)创设问题情境，发展学生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

数学是一门解决各种运算问题的学科，课堂教学常常从

生活问题开始。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采用生活问题导向

教学法，创设契合教学主题和学生需求的问题情境，借助问

题情境激活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问题中分析、思考，深度

学习数学知识，形成良好的分析与解决能力，以发展自身的

核心素养。 在问题情境创设上，可以采用游戏法、故事法

等，来吸引学生，调动学生，活跃课堂氛围。 问题设置的

难易程度，需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最近发展区以及喜好

偏向等，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问题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探究性、趣味性，这样才能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自觉自主

分析与思考问题。

例如，讲解分数大小的比较内容时，可以引用唐僧师徒

四人取经故事，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具体情境是：唐僧

师徒四人走在路上感到十分口渴，路遇一片西瓜田，买了一

个西瓜，平均分成４份，每人１/４份。 猪八戒娇羞地说：

“我长得胖，应该吃１/８份。”可是他发现拿在手里的１/８份

明显小于其他人的１/４份，请问为什么？ 教师要引导学生

带着问题深入思考，运用课上所讲的“正数前提下，分数的

分子相同，分母越大，分数就越小”的知识，分析比较１/４
和１/８的大小，得知１/４＞１/８。 在这一教学案例中，教师

以故事法创设了具有趣味性的问题情境，吸引学生主动思考

分析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既让学生理解掌握课堂

上所学的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有利

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四)实施生活化教学，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形象思维，逻辑推理能

力相对较弱，而数学又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 所以，

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引导学生从实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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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总结数理规律，建立起数学和现实的逻辑推理关系，这

对学生理解、消化、掌握和运用数学知识，有着很大的帮

助。 为做到这样，教师可以实施生活化教学，把生活中的

一些教学素材巧妙地融合于课堂。 例如，超市货架上的物

价标签、各家的楼门牌号、钟表上的数字、日历上的年月日

等，这些司空见惯的实物恰恰蕴涵着数理规律。 教师可以

借助这些生活化教学素材，指导学生建立起数学和现实生活

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让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有效

发展。

学习《年、月、日》这一课时，教师可以直接为学生提

供平年和闰年的日历实物，让学生亲自翻阅每本日历进行观

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知。 然后，教师以提问方式引导学

生：“１年有多少个月份？ １月份有多少天？ ２月份有多少

天……１２月份有多少天？”。 如此一来，学生通过教师的提

问引导，就可以借助日历实物查看每一个月份究竟有多少

天，得到答案的同时，也能掌握与年月日相关的数学知识

点。 如阳历中１年１２个月，其中有７个大月，分别是１
月、３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２月，都有３１天；有４
个小月，分别是４月、６月、９月、１１月；等等。 这样，学

生切实了解了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价值，而二者

之间建立起了逻辑推理关系，予以发展自身的逻辑推理能

力。 此外，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教师还

可以利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让学生针对一些实际的问题展开

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比如，在教授百以内的加减法的时

候，教师可以设定一个常见的购物场景，让学生扮演买卖双

方，通过真实的交易活动来理解加减法的含义和应用。 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逻辑推理，比如：“如

果你手上有１００元，你要买一个５４元的玩具，你需要付多

少钱？ 你手上还剩下多少钱？”通过这样的问题，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理解加减法的运算规则，还可以锻炼其逻辑推理能

力，学会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结束语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数数学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应当紧

贴核心素养，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需要，合理精心创新

课堂教学方案，采用恰当可行的教学策略，如情境教学法、

生活化问题教学法等，通过切实有效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学

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使学生具备良好的空间观念，训练建

模、运算、分析、逻辑推理、探究等能力，更高效地学习数

学课程内容，提升学习效果，也会为新课改下的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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