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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

称《标准》）中提出，数学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对教

学内容的整体分析，帮助学生建立能体现数学学科本

质、对未来学习有支撑意义的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

系”。基于《标准》中的要求，小学数学教师需要从结

构化的角度做好对教学设计的整体规划，从知识结构

化、方法结构化与思维结构化的角度细化教学内容，

促进学生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帮助学生的数学学习

从零散走向整体、从浅层走向深层、从知识技能走向

能力素养。

一、知识结构化：引导联系新旧知识

人教版小学教材在编排上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

特点，知识按照学生的学段发展特点呈螺旋式上升，

新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性较强但相对分散。基于教材

的编排特点，小学数学教师应有目的、有意识地整合

教学内容，在教授新知识时，先引导学生回顾相关的

旧知识，进而助力学生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传统数学教学通常以课时为基础进行，这种教学

方法虽然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但不利于学生整合知

识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尝试将课

时教学内容整合起来，以结构化的形式为学生呈现，

注重突出知识之间的关联，从而便于学生根据学过的

旧知识领悟新知识。

例如，以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以下

统称为“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和第六单元的教

学为例，第四单元主要介绍了分数的意义和性质，而

第六单元则主要讲解了分数的加减运算方法。教材

中，将上述两部分内容分开讲解，而为了帮助学生形

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教师可以突破教材编排限制，

将两部分内容整合到一起进行讲解，先让学生认识分

数，再教会学生比较分数大小的方法以及加减运算方

法，最后，教会学生如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分数

相关知识。基于上述分析，本节课教学内容安排主要

如图1所示。

分数的意义

真分数和假分数

分数的基本性质

约分与通分

分数和小数的互化

符号比较

几何比较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分数的比较大小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分数

图1 “分数”单元教学内容安排图

教师按照上述顺序为学生讲解五年级下册分数的

相关知识，并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做好考核与评价，能

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分数相关知识，从整体上建立对

分数的结构认知，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摘 要：素养导向下，小学数学教学应以发展和培养学生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

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能力为主。结构化教学主要指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教学设计的教学

方法。通过应用结构化教学，规划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数学课堂，引导学生按照规划好的教学内容进

行系统性、连贯性和有序性的学习，让学生在有序、系统、连贯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能够有效落实核

心素养培养的教学目标，提升教学成效。文章主要结合实际案例探讨素养导向下的小学数学结构化教

学有效方法，旨在发挥结构化教学对促进核心素养培育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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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下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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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结构化：探究数学学习本质

应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是提升学习成效的关键。然而，小学生积累的学习经
验较少，在学习中常面临方法不得当的问题，导致学
习成效始终难以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从学
习方法出发，通过合理的结构化设置帮助学生掌握学
习技巧，并引导学生将掌握的技巧应用于实际学习
中，进而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以人教版教
材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数学广角——数与形”为
例，结合数形结合方法与类比推理层层递进的教学方
法，探讨素养导向下的课程结构化设置方法。

1. 数形结合

数形结合方法是转化方法的具体体现。当学生掌
握了基本的转化技巧和思想后，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
通过数形结合方法进一步理解和解决问题。在教学
中，教师需要结合具体的问题展开引导，帮助学生将
抽象的数理符号转化为具体的图像，帮助学生直观感
受数学中的思想和联系。

在引导学生感受转化思想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出
示例题，要求学生尝试运用转化思想解决问题。

【例题】（1）如图2，由图形想到了哪些数或式子？

图2
（a） （b）

（2）如图3，如果改变这个图形的涂色部分，你又
能想到什么算式？

图3
（a） （b）

经过探究，学生能够根据图2和图3得出：两幅图
均能够想到算式42。此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虽然
涂色部分不同，得到的式子不同，但其结果相同，都
是在表示图中小三角形的个数。那么由 42，你还能够
联想到哪些图形？”基于这个问题，学生需要结合等边
三角形的特点展开联想，进而想到正方形、圆形等。

通过这个过程，学生能够感受到数与形之间是能
够相互转化的，看到图形能够想到数，看到数就能够
想到图形，形中有数、数中有形，因此合理应用数与

形之间的转化就能够有效解决数学问题。

2. 类比推理

相较于转化方法与数形结合方法，类比推理是更

高级的思想和方法。在引导学生转化问题和结合图形

探究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可进一步引入类比推理题

目，引导学生结合已经学过的数学知识与方法解决更

为复杂的数学问题。

在学生得出 42能够联想到正方形和圆形后，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的类比与推理。以正方形为

例，教师可以提出如下引导问题：

（1）想一想，如图 4，可以用什么算式表示小正

方形的个数？将你想的算式写在相应的位置。

图4
（2）图 5中还有几个正方形，这些正方形可以用

哪些平方数表示？

（c）
图5

（d）（b）（a）

（3）观察你写出的等式，你能发现什么规律？小

组讨论交流一下。

（4） 根据你们发现的规律，你还能接着往下写

吗？像这样的式子写得完吗？如果用 n来概括规律，

可以如何表示？

图 4中，算式共有四种表示方法，除 42和 4 × 4以
外，还可以用加法表示为1 + 2 + 3 + 4 + 3 + 2 + 1以及

1 + 3 + 5 + 7。通过观察两个加法算式，学生能够发现

第一个算式是对称的，第二个算式则是连续的，且第

二个算式更加简洁。虽然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得到的

算式也不一样，但是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都能够

用来表示图中有16个小正方形。图5中的问题是对图4
中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通过观察图形，学生能够发

现这些图形可以分别用平方数表示为 12，22，32，52，
可以用算式表示为 12 = 1，22 = 1 + 3，32 = 1 + 3 + 5，
52 = 1 + 3 + 5 + 7 + 9，如果用 n来概括规律，即“从 1
开始，n个连续奇数相加的和，就是n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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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教学中，先通过引导学生感受转化思想，
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再引导学生感受数与形之间的
实际转化，深化对转化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最后引导
学生进行类比推理，发展数学思维核心素养。

三、思维结构化：梳理数学思维方法

数学学习不仅是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是思
想与方法的学习。学生需要具备数学学习所需的各项
思维品质，才能够领悟数学学习的真谛。因此，素养
导向下的结构化教学中，引导学生梳理数学思维方
法，发展和培养学生各项数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教师需要不断引导学生梳理思维方法，进而逐渐
形成结构化的思维方式。

以人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九单元“数学广角——
鸡兔同笼”为例，本节课的教学难点为让学生领悟假
设法的解题思路和内在逻辑，以及每一步运算的深层
原理和方法。解决鸡兔同笼问题主要有三种方法，分
别是表格法、画图法和算式法，为实现上述教学目
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比这三种方法，细细感受每
一种运算方法的不同，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计算哪里
是相同的。以问题“笼子里有若干只小鸡和兔子。从
上面数，有8个头，从下面数，有26条腿。问，小鸡
和兔子各有几只”为例，运用表格法、画图法与算式
法解决问题的步骤如下。

【表格法】运用表格法解决问题时，首先需要将问
题的已知和可能的情况整理成表格，将小鸡的数量和
兔子的数量对应到具体的每种情况，从而找到最能够
符合条件的答案（如表1）。

表1 鸡兔同笼表格

小鸡数量

0
1
2
3
4
5
6
7
8

兔子数量

8
7
6
5
4
3
2
1
0

小鸡腿数
（2腿 /只）

0
2
4
6
8
10
12
14
16

兔子腿数
（4腿 /只）

32
28
24
20
16
12
8
4
0

总腿数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通过表格，列出每种情况，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
小鸡和兔子数量不同时的情况，进而得出，当小鸡数

量为3、兔子数量为5时，总腿数才是26条。
【画图法】运用画图法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表格法相

同，学生只需要通过画图的方式，列出不同小鸡数量
和兔子数量，如每只小鸡代表一个头和两条腿，每只
兔子代表一个头和四条腿，通过数头和腿的数量推导
出正确答案。

【算式法】运用算式法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关键在
于如何将问题转化为数学表达式。学生需要首先假
设笼子中的所有动物全部是鸡，列出算式为 2 × 8 =
16（条）。相较实际上的26条，少了26 - 16 = 10（条）。接
着，由于鸡比兔子少4 - 2 = 2（条）腿，则少的10条腿
应该是兔子的，所以有 10 ÷ 2 = 5（只）兔子，再由总
数量8只得出8 - 5 = 3（只）。

通过三种方法，均能够有效计算出兔子和小鸡各
自的数量。而在三种方法中，表格法和画图法的步骤
大致相同，算式法则有差异。通过对比，学生普遍会
认为算式法更好，原因在于计算过程更为简洁方便，
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同时，在对比过程中，学生也
将发现，几种方法的共同点在于解题的第一个步骤均
假设笼子中全部都是小鸡或兔子，即通过先假设，再
推理，最后逐步排除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学生熟悉鸡
兔同笼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布置龟鹤问题作为作
业：“有龟和鹤共40只，龟的腿和鹤的腿共有112条。
龟、鹤各有几只？”通过检验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分
析其学习成效。

通过引导学生梳理解题思路，不仅有利于学生掌
握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方法，还有利于发展学生数学
运算、逻辑推理、数学抽象等核心素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结构化教学有利
于提升核心素养培养成效，促进学生实现深度学习与
全面发展。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重视结构化教学方
法的应用，结合实际教学内容针对性地采取结构化教
学策略，从而有效避免学生陷入碎片化知识学习的状
态，提升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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