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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除法意义”是除法教学的重点、难点、关键点，是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表

内除法（一）》中第一小节的内容，整数、分数、小数除法

和相关综合性问题都和除法意义紧密相连。如果在构建除法

意义的过程中出现认知错误，那么后续的相关学习活动中学

生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麻烦，建构除法模型意义深远。

数学建模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思考与问题呈现的过程，尤其

是对于除法的学习必须是“理解当先”，建模的过程就是学

生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表达的过程、调整的过程，只

有如此，才能深刻融入数学的学习中去，灵活运用数学这一

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2 发现教学问题，探究背后根源

2.1 现象描述

2.1.1 题目理解偏浅显，动笔就用除法算

由于学生第一次学习除法，看到题目问题往往不认真读

题或者题意理解不清楚，就想当然地都用除法计算。例如：

① 12 个苹果，送给光明小学 4 个小朋友，平均每个小

朋友有多少个？即 12÷4=3（个）。

② 12 个苹果，送给一些小朋友后还剩 3 个，送给小朋

友多少个？即 12÷4=3（个）。

③每个帐篷住 2 人，有 8 人，需要多少个帐篷？即

8÷2=4（个）。

④每个帐篷住 2 人，有 8 个帐篷，这些帐篷能住多少人？

即 8÷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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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除法意义待加强，语言表征存困难
在实际教学中，往往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把 24

颗糖平均分，可以分成（  ）份，每份有（  ）颗；还可以表

示 24 里面有（  ）个（  ）。”学生可以写出的答案是：把

24 颗糖平均分，可以分成（3）份，每份（8）颗，但在表

示的时候不知道此时应该理解为 24 里面有（3）个（8）还

是 24 里面有（8）个（3）。说明学生未能真正理解除法模

型中份数与每份数的含义（尤其在除数和商不是同一个数字

时），由于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这里只是利用之前学过的

乘法口诀进行填空而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2.1.3 模型淡化生端倪，思维定式来搅局
对于算式 24÷3=8 的理解，请你圈一圈。

圈法 1：把 24 平均分成 3 份，每份 8 个。如图 1 所示。

圈法 2：把 24 每 3 个一份平均分，可分成 8 份。如图 2

所示。

图 1                                                 图 2

由于先入为主或者思维定式的影响，实际教学中，大部

分学生都是圈法 1，甚至有部分学生认为否定圈法 2，还有

一部分同学对圈法 2 模棱两可。

2.2 探究背后根源

2.2.1 深入理解题目，明确除法本质
①和②把除法和减法放一起，③和④把除法和乘法放一

起，学生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正确率不高，尤其是当题目中的

数字较小，既能用除法计算，又能用乘法计算、减法计算时。

说明学生对于除法问题的思考能力还不是很强，缺少对除法

意义的本质理解，认为学除法时遇到问题就用除法解决。

2.2.2 理解除法意义，注重语言表征
正所谓想得清才能道得明，如果头脑中对除法意义模糊

不清，就不可能表达得清楚明白。同样对于 24÷3=8，学生

可以描述出：“把 24 平均分成 3 份，每份 8 个”；但是除

法的另一种解释是：“把 24 按每份 3 个进行平均分能分成

8 份”，学生在语言表征时存在困难。

2.2.3 构建除法模型，削弱思维定势
其实，一个除法算式表示的是两种平均分的过程与结果，

这是一种抽象而简洁的数学语言，要在学生头脑中有意义地

建构起来，不仅需要大量具体生动实例的支撑，还需要经历

两种除法模型的建构过程，主动构建起对“平均分成几份”

和“按照每份几个”的理解。

3 关注学生学习，落实建模策略
3.1 付诸实践

3.1.1 深入认识平均分，提炼除法模型
师：那在实际分东西的时候，该按照什么方法分呢？

生：可以按照份数分，也可以按照每份指定的个数分。

师：现在有 12 个竹笋，把它们平均放在 4 个盘子里，

每盘可以放几个呢？ 12 个竹笋，每盘放 4 个，可以放几盘？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两个分的过程表达出来呢？能不

能用数学的符号表达出来呢？

生：第一个问题可以用 12÷4=3 表示，第二个问题也可

以用 12÷4=3 表示。

师：这两个算式表示的意思一样吗？

生：不一样，第一个算式是每盘放 3 个，第二个算式是

可以放 3 盘。

在对比学习中，让学生多次经历实物操作分东西的过程，

把“平均分”的模型思想建立起来，为构建除法模型提供有

力支撑。

3.1.2 注重语言表征，理解除法意义
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留有充足的时间，个别

说、同桌互相说、小组讨论说、学生跟着老师一起说。通过

说一说可以展现除法的思维过程。

师：通过观察黑板上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想和大家分

享的吗？

生：我发现这两个算式是一样的，可是意义好像不一样。

第一个算式是按照份数进行平均分，第二个算式是按照指定

每份的个数平均分。

3.1.3 关联之前所学，辨析除法意义
师：我们已经学过的运算有加、减和乘，今天我们又认

识了一个新朋友——除法，你能发现这四个运算之间有什么

关系吗？

生：加法是合在一起，减法是去掉，乘法是相同的加数

合在一起，跟加法很像。除法是分出去同样的数量。

数学是一门需要理解才能感受到其魅力的学科，课堂教

学中不应该拘泥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答上，除法的学习也

是一样，于对比中辨别除法模型，把握除法意义的本质，理

清除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表达的数量关系。

3.2 寻求策略

3.2.1 相机引导，发现除法模型
只有立足平均分才能建立除法知识的学习，平均分又离

不开生活的支撑，这时的平均分如何用数学符号表达呢？可

联想曾经学过的加法、减法和乘法，这三者的含义各是什

么？平均分问题有什么共性？如何将这种共性表达出来引

导学生发现除法模型？尝试理解除法的本质，说说除号的意

思、除法算式的读写。学生便对平均分进行了整理，也掌握

了除法问题解决的普遍规律，理解除法模型。

3.2.2 有的放矢，明晰除法模型
突破除法知识学习的关键在于理解“平均分”。只有让

学生经历平均分物并初步形成“平均分”的表象后，方可为

理解除法意义奠定基础。教学时将例题设计成两个层次，根

据学生已有经验和认知基础，利用学具操作，通过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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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一摆、圈一圈等。

3.2.3 有效追问，思考除法模型
在除法教学中，教师不能因为看到一小部分学生可以列

出正确的算式就以偏概全，误以为学生都学会列除法算式，

这种轻列式研究是不可取的。读完题目后，教师应引导学生

分析其中关系，先独立思考如何列式，开展交流与讨论。在

具体情境中有效追问“总数是什么？份数是什么？每份数是

什么？第一步先思考什么？最后要求的是什么？”

3.2.4 联动建构，应用除法模型
为了促进学生对除法的理解，并能在用除法解决实际问

题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可适当引导学生在实际意义中理

解并抽象出一类用除法解决问题的模型结构，并用数学的语

言表达出总数、每份数与份数之间的数量关系。借助顺向思

维学会逆向思维，学生在运用模型时就可以很快理清其中的

数量关系。总而言之，除法模型的构建能帮助学生有意义地

理解除法意义，围绕“学为中心”提升学生数学思维的品质。

如此，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舒畅，爱上学数学，学会用

数学，形成学好学数学的态度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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