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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苏教版数学教材在 2014 年进行了改版。新版的教材更

注重学生自主探究，获得新知的过程。可见丰富探究过程对

学生的深度学习，起着至关的作用。那么在教学中如何丰富

学生的探究过程呢？

2 引导亲历实践，在“做”中感悟
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和记忆。动手

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都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加强动手操作不仅是新课程改革的

要求，而且也是小学数学自身教学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

操作方式，可以帮助其获得最具数学本质的、最具价值的数

学活动经验 [1]。

例如，在教学“认识扇形”中，通过例题，学生初步认

识了扇形（如图 1 认识扇形），知道了扇形的定义。继而教

学扇形的各部分特征时，教者先让学生尝试在作业纸上画出

一个扇形。有的同学是画了一个圆，取一段弧再画两条半径

围成一个扇形。有的同学直接画一段弧，连接圆心和弧上两

个端点，围成一个扇形。继而介绍弧和圆心角的概念。

图 1 认识扇形

上述的探究过程中，教者用实践的眼光处理好教材，把

教学内容设计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化活动，使学生通过

动脑、动口进行了思考、想像、操作等过程，让知识在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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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然、且生动地发生。让学生体验“做数学 " 的快乐 , 不

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促进深度学习。

3 提供关联内容，在“比”中掌握
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

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小学数

学中有许多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教学中要有目地

将有密切内在联系的知识通过不同形式和方法沟通联系，这

样有利于学生用完整的知识去理解新知识，将新知识纳入已

有的认知结构，形成新的知识系统，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

展，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和迁移能力。

3.1 横向比较
横向比较就是利用不同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多维度

的角度审视新知、联系旧知，从而形成网状的知识结构。教

师在教学中要将所学知识进行横向比较，使学生在对比中建

构知识的联系，形成网状的知识结构 [2]，实现深度学习。

例如，在教学“比一个数多（或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

的实际问题后（如图 2所示左边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右边比一个数多（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教者把上一

节课学习的“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实际问题拿出

来作比较。明确两个例题的单位“1”虽然相同，但是比较

量不同，一个是红花的总数量和单位“1”比较，另一个是

红花比黄花多的朵数和单位“1”比较，突出了相差量。

3.2 纵向比较
教材的编写内容呈螺旋式上升编排。教者既要把握每个

学段的不同要求，又要在整体上构建知识联系，形成知识网

络，促进深度学习。

例如，教材按照整数的大小比较、小数的大小比较、分

数的大小比较的顺序依次安排在不同学段。教学中可以把小

数的大小比较和整数的大小比较做纵向关联。

例题中出示的“比较 0.6 元和 0.48 元”，大部分学生会

用圆角分的计量方法比较；若是去掉单位只是“0.6 和 0.48”

进行比较，那么可以用计数单位的方法进行比较；若是“0.6

和 0.4812345”进行比较，可以用“相同数位的不用看、从

不同数位的开始比较”。追问“为什么小数的大小比较不能

根据整数位数多的数就大”这样的方法比较呢？原因就是小

数的性质。

这样的教学不拘泥于教材的先后顺序，将新知和旧知进

行联系和区别，有利于学生认识知识的本质，促进学习的深

度发生。

4 巧设有效验证，在“思”中渗透
数学猜想是推动数学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数学猜想的

类型、特点、提出方法和解决途径对一般科学方法尤其是对

创造性思维方法的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学生在尝试解决数学

猜想过程中（无论最终是否解决）创造出的大量的数学思想

方法 [3]，都是其不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过程。

在验证的环节中，学生经历了数、折、量、说等活动。

小手在大脑的指挥下活动，大脑在手的活动过程中认识事

物，将认识通过大脑组织用语言表达出来，达到知识的升华。

5 鼓励深入挖掘，在“用”中延伸
苏教版四下教材只把“认识整万数”当作课例来教学，

为什么不再设计“认识整亿数”？再如六下教材只把“认识

百分数”当作课例来教学，为什么不再设计“认识千分数”“认

识万分数”？其实学生利用已学的知识、已有的经验就能自

主挖掘新的知识。

例如，教者在学生会读、写百分数，理解了百分数的意

图 2 横向比较教学案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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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后，设计了以下的环节，顺势延伸到了“千分数”“万分数”

的认识。

[ 教学片段 ]

课件呈现：

盐碱地可以分为轻度盐碱地、中度盐碱地和重度盐碱地。

轻度盐碱地：出苗率高于 72%。

重度盐碱地是指它的出苗率低于 50%。

师：你知道以下这些种子是在哪种盐碱地上做的实

验吗？

课件补现见表 1。

表 1 课件表

一号种子 二号种子 三号种子

出苗棵树占

实验总棵树的

百分之几
64% 65% 60%

生：中度盐碱地，因为种子的出苗率都在 60%~70%。

师：正确，我们接着读，轻度盐碱地是指它的含盐量在

它含盐量在 3‰以下；这个数字你能试着读一读吗？

师：这样的数字叫千分数，这个符号叫作千分号；当然

数学中还有万分数，万分号。

师：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

生：重度盐碱地是指它的出苗率低于 50%，它含盐量超

过千分之六。

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它高度概括了教育

的规律，揭示了教学的本质。知识是无限的，单一靠教师传

授知识是有限的。学生一旦碰到离开教材之外的问题，这就

需要学生用他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去解决新的问题。

6 提倡删繁就简，在“简”中驭繁
莎士比亚说，“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在我们数学教学

中，只有删繁就简，返璞归真，才能追求简约化的课堂教学。

其实教材已经在引领学生构建知识体系了，但学生在长

度、面积和体积单位换算过程中还是存在错误。特别是部分

后进生，不能快速正确地提取相邻单位之间的进率、跨单位

之间的进率。教者将这块内容进行了、面积、体积各单位换

算）（如图 3 所示常用长度、面积、体积各单位换算）如下

重组。

图 3 常用长度、面积、体积各单位换算

一条线段、由这样的四条线段围成的正方形、由这样的

六个面组成的正方体。教者借助像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形

模型，帮助学生理解长度、面积、体积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去掉表格和文字的束缚，让无限的编码记忆成为学生的

思维依托。删繁就简，以简单的思维活动驾驭繁杂琐碎的概

念。这才是“扎实、充实、平实、真实”的数学课堂，才能

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让学生易于探究，让学习深度发生。 

7 结语
深度学习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学习方式，而是一种促进学

生深人思考、进行深度加工，并能将知识用于解决问题或进

行创造的教学理念。教学中教师要关注教材的整体脉络及逻

辑结构，使学生在丰富的知识背景中、在真实的探究过程中

建构知识，从而让数学学习深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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