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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在中国教育界是热点话题，如何在数学课堂中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基于此，

论文根据相关的理论，以“植树问题”为例展开教学设计，采用问题发现法，渗透化繁为简的数学思想，探究植树问题对应

的数学模型。关注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供路径。

Abstract: “Core literacy” is a hot topic in Chinese educational circles. How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attention.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the paper takes “tree 

planting problem”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design, adopts the problem discovery method, infiltrates the mathematical 

thought of turning complexity into simplicity, and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mathematical model of tree planting probl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quiry ability and provide a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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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现已有的相关研究已基本确定中国关于核心素养的

定义。在 2014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了学生“核心

素养体系”的构建问题，并对“核心素养”作出了相关的阐释，

“核心素养”是“适应个体终身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重

要能力和品质”。①故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究具有操作

性强的教学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核心素养”与学科相

融合。论文基于“核心素养”结合数学课程标准以具体课例

展开教学设计，对实际教学具有参考指导意义，为发展小学

生“核心素养”具有参考价值。

2 核心素养概述
2.1 众说纷纭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内涵

其他国家研究者关于核心素养内涵的研究：全球不同国

家建立了“核心素养体系”，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理论：

日本建立的是同心圆型的“核心素养模型”；以“21 世纪

技能”之名的“核心素养模型”是美国建立的；除此之外，

英国、瑞士等国家和部分地区都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特点制

定出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核心素养模型”[1]。其中，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发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项目，此项目

建构了“并列交互型的核心素养模型”。该模型致力于当今

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

中国研究者关于核心素养内涵的相关研究：关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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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教育理念在国际上教育界引起的热烈的反响。随着

2014 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热烈的研究与讨论。首

先需要清楚的是“核心素养”与中国的“三维目标”教育目

标有什么样的区别？如今我们讨论的“核心素养”教育思想

与以往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次将人的终身发展放

在了首位，突出并强调，作为社会产物的社会的人，个人发

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2.2 核心素养进化论：中国核心素养的演变过程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时间历程，建国 70 年以来中国基

础教育课程目标的发展演变从“育才”慢慢转向“育人”。

从 1949 年至 1965 年，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起步时期，建

国初期，根据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的需求，中国强调的是“双

基”，即就是要做好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普及工作 [2]。从

1978 年至 2000 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了“三基一个性”

目标，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课程目标转向了“经济建设”，

进一步认识到了想要发展经济，需要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重要性。在“三基一个性”中强调的就是“知道基础知

识、掌握基本技能、具备基本能力及健康个性的培养”。从

2001 年至 2013 年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提出了“三维目标”也

就是我们熟知的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构建基础教育课程目标体系。该目

标要求丰富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与此同时要发展和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正确引导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从 2014 年至今，中国的教育目标继续深化改革并提出

了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核心素养”。

综上所述，我们从时间线作为理论依据对中国建国以来

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梳理，大家可以知道中国的教育目标从建

国初期的“双基”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三基一个性”和“三

维目标”直至现如今我们讨论的“核心素养”，这一系列的

变化都是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大背景下逐步实现中国的教育强起来的目标。目前在中国

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同时核心素养的

出现为我们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

将“核心素养”与数学课程标准和课程目标相结合，如何将

“核心素养”在教育一线落到实处，这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

关注的方向 [3]。

3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
核心素养下的教学目标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明显，将课

堂还给学生，变成学生如何通过学习，具备某种素养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本研究基于关于核心素养已有的相关理论和研

究，以数学学科作为切入点，根据数学课程标准及部编版数

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数学广角—植树问题”进行

单元教学和整体设计。

3.1 分析阶段

3.1.1 教学内容分析
“植树问题”是选自部编版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

教学内容。在数学课程标准中该内容是属于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第二学段“综合与实践”内容。首先，此单元是以生活中

的植树问题为载体，让学生通过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作为切入

点，以学生自主参与为主的学习活动。其次，“植树问题”

将会综合运用“数与代数”和“图形与几何”等已有的知识

经验和方法途径解决“植树问题”。最后，此单元的教学内

容蕴含了“化繁为简”的数学思想，教师通过让学生经历三

种不同的植树方法，逐步体会不同的数学模型 [4]。

3.1.2 学习者特征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一般年龄段是在 11~12 岁之间，生理和心

理等方面正处于从儿童向青少年的过渡时期，在此阶段学生

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合作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从学生的思维

特点来说，五年级的学生仍然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抽象逻辑

思维有了初步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

归类梳理的数学活动经验。

3.1.3 师资力量分析
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工作加大力度的支持，对基础教育

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学校利用寒、暑假开展各

级各类的教师培训项目，以便教师结合已有的工作经验不断

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水平。

3.2 设计阶段
根据以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从明确

教学目标，确定教学方法，规划教学流程等方面设计关于“植

树问题”教学方案。

3.2.1 明确教学目标
根据学生已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结合学生的学情设计“植

树问题”的教学目标。首先，让学生认识“间隔数”和“棵

树”的概念，通过已知条件计算出间隔数。其次，通过教学

活动让学生经历数据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从而探究“间隔数”

和“棵树”之间的关系。再次，通过总结归纳，在三种不同

的植树方式得出三个数学模型。最后，让学生体验数学学习

的乐趣，培养学生利用数学模型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发展

学生探究能力和深度学习的能力。

教学重点：让学生探究发现植树问题（三种情况）的规律，

经历数学建模的过程，体验“化繁为简”的数学思想方法。

教学难点 : 在探究活动中发现规律，抽取数学模型，并

能够用发现的规律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实际问题。

3.2.2 确定教学方法
部编版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植树问题”主要是渗

透“化繁为简”和“数学模型”思想方法。可采用“提出问

题—理解概念—活动探究—建立模型—迁移拓展”

的教学流程，让学生经历探究数学模型的过程，并通过已掌

握的数学模型解决生活中同一类型的问题。在数学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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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数学教学活动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发学生

的数学思考”。故而，关于“植树问题”将采用问题发现法

探究数学模型，让学生合作探究，通过发现“棵数”与“间

隔数”之间的关系，先寻找其中的规律，进而得出相应的数

学模型，最终培养学审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实施阶段
第一，提出问题，引入新课。首先将班级学生分为三大

组，给每个小组准备一个信封，三个小组的信封里分别装了

三种植树方式。将生活中的植树问题带入到数学课堂，将问

题以分小组的形式留给学生，教师做好组织和引导。围绕三

种植树方式该种几棵树作为核心问题引入新课，调动学生自

主探究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实现学生深度学习。

第二，理解概念，操作探究。在解决问题之前让学生理

解“棵数”和“间隔数”的概念，为后期的建模做好准备。

学生在直观感知下理解了“棵数”和“间隔数”用鲜活的表

象为学生的计算提供帮助。运用化繁为简的数学思想，先缩

短路长方便学生去发现“路长”与“间隔数”之间的关系，

为“间隔数”和“棵数”之间的关系做铺垫。

第三，合作探究，建立模型。按照先前分好的小组，三

个小组分别统计三种植树方式的数据，通过数据比较“棵数”

和“间隔数”探索其中的规律，在教师的引导下依次分别建

立三个数学模型。

只栽一端：棵数 = 间隔数；

两端都栽：棵数 = 间隔数 +1；

两端不栽：棵数 = 间隔数－ 1。

第四，迁移拓展，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多媒体动画引入“圆

周上的植树问题”让学生对本节课加深印象的同时，去感受

和体会“圆周上的植树问题”与第一个数学模型之间的关系，

从而可以进一步达到让学生深度学习的目的。最后给学生留

一道思考题在已知“间隔数”和“棵树”求“路长”从而达

到培养学生逆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部编版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数学

广角—植树问题》作为综合与实践类型的课程，以生活中

的“植树问题”作为载体，根据学生在该年龄段的特征及已

有的知识经验，有目的的设计有价值并且具有挑战性的数学

问题，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视角，让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

引导下自主参与数学活动，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并且能

够灵活的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最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

能力。

注释：
①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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