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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文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及其价值实现的必要性、实现的影响因素

三个维度出发，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进行了研究。因此，小学数学学科

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是小学数学学科教学急需解决的一个紧要课题。具体内容包括

以下几方面： 

第一，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概述。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作了概念界定；

根据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存在方式，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分为潜育人价值

和显育人价值；教师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会经历三个阶段，即基于经验，

直接感知、基于学生，深刻理解和立足实践，设身体验。 

第二，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性。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又是小学数

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三，影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教师自觉认识

与现实体验、学生主体意识与主体参与以及教学资源的优化。 

第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提升教师学科育人

价值的自觉认知，教师要深度学习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理论，深入挖掘育人价值内涵

要素；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教学要回归主体，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注重经

验，开展探究合作，设疑激趣，创设数学情境；灵活扩充育人价值的实现方式，重

视过程，协调预设生成，学科互动，提升学科交流，教学评价灵活、真实，把育人

价值高质量地拓展到数学课堂之外。 

第五，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保障。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个

体保障，包括了教师自我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教师对数学育人价值的自觉认同

和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现实体验；其二，学校保障，包括了学校充分优

化教师资源以及提供充足的物质和空间准备和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其三，社会保

障，包括了提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完善小学数学学科育

人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构建多样化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筹资渠道和建

设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人才队伍。 

 

关键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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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the necessity of its 

value rea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alization, and studi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edu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specific conten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n overview of the value of educating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s divided into the value of cultivating people and the value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e value of teachers in the mathematics of primary 

schools The understanding will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based on 

experience, direct perception, based on student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based o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Second, the necessity of achieving the value of educating people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t is the need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hematics discipline in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needs of teachers' own development 

Third,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se factors are mainly teachers' 

self-awareness and realistic experience, student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Fourth, the rea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value of educating people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se strategies mainly have the self-awareness 

of improving the value of teachers'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deepl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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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educating people's value in mathematics, and deep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elements of educating people's values; improv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students, teachers should return to the subject and stimulate 

students' subjective Active, focus on experience, carry out inquiry 

cooperation, set up doubts, create mathematical situations; flexibly exp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cess, 

coordinate the pre-set generation, interact with the disciplines, enhance the 

exchange of disciplines, and flexibly and realistically evaluate the teaching. 

People's values are extended to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with high quality. 

Fifth, the guarante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is specifical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ndividual security, including the full play of the role of 

teachers' self-education and the teacher's self-awareness of the valu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he real experienc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Second, school security 

Including the school to fully optimize the resources of teachers and provide 

sufficient material and space preparation and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ystem; Third, social security,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mprove the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value realization,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versified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disciplin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alent team that promotes the valu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Key words：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al value;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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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小学数学学科作为基础教育阶段重要的学科，具有良好的育人价值。小学数学

学科不仅具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且小学数学学科不同的内容具有具

体的育人价值。如抽象、严密、逻辑的数学语言有助于学生逻辑思维、概括能力、

准确严谨的表达能力的形成。 

自 1999 年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改革已历经近 20 年，教师的观念与行

为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师更加关注学生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教学方式也发生

了改变，更加灵活和具体，开始不断尝试运用多元的评价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小

学数学学科在“育人“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课堂教学仍然存在趋于认知目标的实

现，趋于“双基”的落实，往往深陷于“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非良性循环

中，与素质教育相差甚远。 

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对此感触颇多。教师在课前教学设计时往往更加关

注学生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和解题的技能、技巧。这就使数学课堂

上常充斥着有层次、有坡度和大题量的数学练习，使我们的数学教学单一、乏味。

数学教学的目的不是解题操练，这就使我们数学本身的教育功能发生了异化。在小

学数学课堂中关于数学元素的历史渊源、数学文化的渗透少之又少。 

通过教育实践学习，笔者一直在思考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是什么，具体有哪

些，并如何能在数学实际教学中得以实现。故笔者选择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

现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每门学科都有自身

的理论体系，同时它们也都有各自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尽管小学数学教育学科会

受到数学和教育学的影响，但其本质应是通过数学学习促进人的发展。对“小学数

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进行研究这既是对学科价值与功能的回归，又可作为数学课

程与教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逻辑起点，为进一步丰富数学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做好铺

垫，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将通过深入分析小学数学的现实问题，探寻出小学数学学科独特的育人

价值和影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因素，以小学数学核心育人价值为依

据，从多层次、多维度提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具体策略和保障。为

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实施小学数学学科育人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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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1.2.1 学科育人价值 

如何实现“学科育人价值”，是在“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阶段提出来的重要

的理论问题。已有研究对“学科育人价值”概念的阐述进行了相关论述。叶澜教授

分别从内涵和外延这两个方面对此给出了描述性定义。还有研究者把“学科育人价

值”看作一个整体，将其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该体系从纵向上看，包括工具层、意

义层和生命层由浅入深三个层面，从横向来看，各学科的育人价值相辅相成。①已有

研究已经呈现了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层理解。 

已有研究还强调了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认为，学习十九大精神，

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关键在于提升学科的育人价值。②已有研究非常注重对学科育人

价值的全面审视、深度开发与转化。有研究者基于长期以来对学科教学认识不清晰,

致使对学科教学育人价值认识的日益窄化或泛化,分别从学科育人功能、学科知识本

身、学科教学过程三个角度对学科育人价值重新定位，并对学科育人价值进行了深

度开发。③在“新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改革中，其主要思路体现在逐层聚类的转化上，

其教学特征可以概括为“结构关联地教，互动生成地长”，从而实现对学科教学育人

价值的开发与转化。④“新基础教育”关于课堂教学改革目标的重建中，其中一个目

标就是要充分开发学科的育人价值，认为学生的生命发展需要是学科育人价值的开

发依据。每个学科的发展价值不仅仅是本领域的相关知识，更对学生有深层次的育

人价值。⑤ 

笔者通过对我国国内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后，发现我国学科育人价值的

研究具体体现于各个学科中，其中包括对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等学科的育人价

值研究。 

1.2.2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 

1.2.2.1 小学数学教学育人价值 

已有研究已经提出了影响小学数学教学育人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基于小学数

学教学价值观的重建，“新基础教育”认为促使教学变革的外在因素是特定时期社会

各方面变化向数学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和提供的新环境，决定变革方向与成效的内在

                                                 
① 张永.刍议学科育人价值.上海教育科研,2005,01,14. 
② 倪文锦.学习十九大精神,提升学科育人价值.语文建设,2017,34,31-33. 
③ 孙敏.学科教学育人价值的深度开发.江苏教育研究,2017,28,27-27. 
④ 吴亚萍.学科教学育人价值的开发与转化.人民教育,2016,Z1,45-50. 
⑤ 张向众,叶澜.新基础教育研究手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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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变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及策略选择，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变革

者的思维方式。① 

已有研究非常重视对小学数学独特育人价值的开发与转化。在“新基础教育”

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中，强调开发数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并对不同内容的具体价值

进行开发。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数学教学才可能获得更加丰富、多元的资源，使

得学生的精神世界发展获得全面的滋养；数学教学实现其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价值，

从而使学生的生命世界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完善。②“新基础教育”数学教学的改革提

出，由最初只关注数学知识的层面进一步向更深的层面发展。同时还强调，数学学

科可以为学生提供系统的数学知识，还可以提供数学学科仅有的运算符号，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使学生拥有数学话语权；使学生获得认识事物数量、数形关系及转

换的独特的视角以及不同路径，开阔学生的数学视野；可以提供学生解决事物数量、

数形关系及转换的方法、建立其思维方式，充实学生的数学头脑。③ 

已有研究重视不同的教学类型所蕴含的具体的育人价值。有研究者认为小学数

学概念教学的育人价值在于学生通过获得对概念内涵的深刻认识，提升自己的思维

能力。并基于现有的不足，对如何实现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的育人价值作出了进一步

探究，且完善了过程结构设计。④有研究者认为小学阶段统计知识的教学，不仅能够

让学生认识、并学会制作和应用统计表与统计图，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在进行数据

统计处理的过程中，了解和认识在现实生活中统计所特有的作用和意义，使学生搜

集、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⑤“新基础教育”认为数学复习课教学

的育人价值体现在具有形成学生结构性认知能力的价值；能够使学生形成整体综合

思维能力；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⑥有研究者认为平面图形面积计算教学，不仅

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平面图形的特征以及平面图形间的内在联系，真正地掌握其中所

蕴含的转化思想，也能够开发并利用学生的模仿能力。这种模仿既涵盖着类比的思

考，也融合了创造的体验。⑦ 

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原则，就强调了教学与德育要同时进行。有研究者从当

前我国小学数学教学重智育、轻德育的现状出发,针对小学数学特有的育人价值实现

                                                 
① 吴亚萍.小学数学教学新视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3. 
② 吴亚萍.数学教学改革指导纲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63. 
③ 吴亚萍.拓展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教育发展研究,2003,03,48-52. 
④ 闫小颜.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的育人价值及其过程结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⑤ 吴亚萍.小学数学教学新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45. 
⑥ 吴亚萍.中小学数学教学课型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35. 
⑦ 吴亚萍.小学数学教学新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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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了一些创新型对策。①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对学生行为习惯的良好培养，

发挥其学习的主体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有助于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实现德育渗

透。② 

此外，西方研究者对数学教育价值评定也有所研究，数学教育情感领域的研究

发现，态度、动机、焦虑、信念、价值观等情感变量与数学教学质量密切相关。不

幸的是，尽管它是最稳定的情感领域之一，但价值似乎受到最不关注。这是因为大

多数人认为数学是无价值的，事实上它有与之相关的各种价值。③一些西方研究者对

数学中价值观的缺失和数学教育中的价值评估都有一定研究。 

1.2.2.2 小学数学教科书的育人价值 

对于小学数学教材主题图的风格、类型，是根据教材中特定的数学内容以及小

学生各年龄段的心理特点综合设计而成。有研究者认为，主题图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可以起到较好的示范、促进、优化、提升等作用，尤其对

学生能力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发达国家的小学数学学科的改革从教材的编写可以看出，其在重视数学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基础上，非常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形成。例

如：美国教科书中存在许多供学生进行探索的“课题”或“项目”；英国教科书也存

在许多让学生总结规矩的开放性试题。
④ 

1.2.2.3 数学史的育人价值 

国外有研究者对数学的育人价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研究分

支。关于数学史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19世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最具代表性。

⑤美国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克莱因指出：“数学史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数学史教学

可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促进数学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数学思想，增

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塑造更健全的人格。⑥ 

国外研究者深入探讨了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的原因以及融入数学史的途

径，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表明，数学史的育人价值早已得到公众认

可，但关于数学史有效融入数学教学的途径仍在进一步探索中。寻找切入点，使其

                                                 
① 刘展辉.论如何有效发挥小学数学教学中特有的育人价值.亚太教育,2016,25,8. 
② 王四凤.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实践与思考.基础教育研究,2016,08,46-48. 
③ Nik Azis Nik Paa, Ruzela Tapsir R R b r *.Analysis of instruments measuring value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ity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2, 7. 
④ 蒲淑萍,宋乃庆,邝孔秀.21世纪小学数学教材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对10个国家12套小学教材的分

析.教育研究,2017,05,144-151. 
⑤ 金阳.小学数学教科书中的育人价值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⑥ 姚志敏.浅谈数学史的教育价值.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 2012 年国际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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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助于学生的数学能力的形成，是以后 HPM 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① 

数学史逐渐融入小学数学教育是新课改所要求的，有研究者认为它的重要性体

现在小学数学教材中相关数学史的内容编排上。作为数学文化的一部分，数学史不

仅能够促进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更能够帮助小学数学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数

学认知过程，提升对教材的理解能力、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②有研究者认为，在小

学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感受数学之魅力所在，丰富情感体

验；了解数学历史文化长廊，振奋民族精神；体验数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把握数学

本质；获得数学思想与方法，提升数学思维能力。③ 

综上，“学科育人价值”提出以来，学术界对于学科育人价值的相关研究力量也

在逐渐增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关于各学科独特育人价值的开发、初步提

出了一些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途径。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研究还是相对较

少，并且缺乏深入研究，例如将德育渗透与小学数学学科价值实现简单地等同起来

等。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急待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

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将通过分析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的现实需要和影响因素，形成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策略、保障。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界定、分

类及其认识；第二,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性；第三，小学数学学科育人

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第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策略；第五，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保障。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为文献法、经验总结法和观察法。 

1.3.2.1 文献法 

文献法是对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并力图寻找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研究方

法。文献种类有书籍、报刊杂志、文件、档案、工作记录、汇报总结、统计数据、

各种声像资料等，这种研究方法常用于研究历史和经验，但也能用来研究现状和预

测未来。通过检索学科育人价值、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小学数学学科中德育渗透、

                                                 
① 吴骏,汪晓勤.国外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研究述评.比较教育研究,2013,08,78-82. 
② 李星云.论数学史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价值.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03,137-140. 
③ 徐东星,刘古胜.数学史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教育功能.成功(教育),2009,02,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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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等关键词，收集得到有关文献，并将文献进行分

类整理；通过检索 M.克莱因、叶澜、吴亚萍、李政涛、卜玉华等作者，收集这个领

域专家的文献，加强相关理论的收集与梳理。文献法将用于该论文写作始终，经由

将所检索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从中获得有效信息，为本研究所用。 

1.3.2.2 经验总结法 

经验总结法是依据实践所提供的事实，按照科学研究的程序，分析和概括教育

现象，揭示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上升为教育理论的一种科研方法。本研究以实

际小学数学教学为研究对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收集经验性材料，基于学科育人价

值和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和教学反思，提出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策略和保障机制，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 

1.3.2.3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

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本研究是通过深入课

堂观察小学数学教学准备、教学过程、教学结果和教学评价及反思，利用所开发的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理论来审视当前的课堂教学现状，从学科育人价值视

角发现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性的策略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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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概述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是以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全面、正确

认识为前提的，本章主要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界定、分类和教师对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阶段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进行概述。 

2.1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界定 

2.1.1 何谓学科育人价值 

2002 年,“新基础教育”提出了“育人价值”，在“育人”后面添加“价值”，

形成“育人价值”一词，源于“新基础教育”对“价值”与“价值观”问题的重点

关注，“新基础教育”把学校整体转型变革的起点归结于“价值观”的转变。“新基

础教育”把“育人”放在“价值”前面，充分体现了关于学校教育语境中“价值”

内涵的深度把握：学校是教育实施的重要场所，那么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育人”。 

“学科育人价值”问题是在“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阶段作为非常重要的理

论问题被提出的。①“学科育人价值”的概念界定问题，学术界已经对此作出了讨论。

叶澜教授从“学科育人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作出了描述性定义：“任何一门学

科的教学,都要认真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它除了指该学科领域

所涉及的知识对学生的发展价值外，还应该包括服务于学生丰富对所处的变化着的

世界的认识；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

的视角；学习该学科发现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特有的运算符号和逻辑；提供

一种惟有在这个学科的学习中才可能获得的经历和体验；提升独特的学科美的发现、

欣赏和表现能力。”② 

具体来看，各学科对于学生的发展价值，除了学科知识本身所发挥的育人价值

外，它们还能为学生提供理论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感受、体

验和改变生活，进一步与外界互动、交流；不同的学科可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

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方法、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路径和自有的运算符号、逻辑

工具；学生在与各学科的不断交往中，能够获得不同学科独特的经历和体验，从而

提高学生的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从不同学科教学中得以丰富，学生在与外

部世界交往中，通过感受、认识、体验、改变和创造着外部世界，促进自身能力发

展，从而丰富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满足生命发展的需要，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 

                                                 
① 张永.刍议“学科育人价值”.上海教育科研,2005,01,14. 
② 叶澜.“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21.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研究 

 
8 

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符号体系，能够提供给学生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文化空间，

为学生生命的呈现提供多种方式，赋予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各学科相互交流、交往，实现不断融合，这种融合是以各学科独特性存在为前提的，

它的最终结果不是否定学科的独立存在，而是使各学科在融合的过程中要有所保留，

避免在融合中失去自我。 

2.1.2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界定 

小学数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且重要的学科，它是符合儿童现阶段身心发展需要，

基于儿童生活，让儿童亲身经历数学发生和形成的现实过程，获得数学思维、情感、

能力的数学知识、文化、工具和语言体系。它具有基础性、生活性、现实性和应验

性等特点。 

小学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是指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系统的数学基础知识，认识

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了解数学的价值，理解数学的本质，提高和保持学习

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增进有效应用数学的能力；还能使学生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观

察、分析现实社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掌握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

必须的数学基本的思想方法，提高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养成严格认

真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努力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小学数学学科独特的育

人价值。 

在微观层面上，小学数学学科不同的教学类型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各不相同，例

如：概念教学、计算教学等它们都有自身具体的育人价值。① 

2.2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分类 

根据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存在方式的不同，一般把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分

为显育人价值和潜育人价值。显育人价值是已经被挖掘、明朗化的育人价值；小学

数学学科潜育人价值是隐藏在学科知识背后还未被深入挖掘的育人价值。小学数学

学科潜育人价值与小学数学学科显育人价值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

小学数学学科潜育人价值的深入挖掘以小学数学学科显育人价值为前提，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由潜到

显的转变过程。 

2.3 教师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 

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此过程

                                                 
① 吴亚萍.小学数学教学新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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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教师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

价值的认识一般会经历如下三个阶段： 

2.3.1 基于经验，直接感知 

一线教育工作者起初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主要依赖他们原有的经

验，他们根据眼前的需要把握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时，往往更加关注学生关于小

学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获得，这样他们对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是

草率的、片面的。这样的认识还停留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只能觉

察小学数学学科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和呈现方式以及它们的优劣，却不知为什么小学

数学学科这些方面好或不好，忽视了对生命状态的关怀。 

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许多教师习惯于备教材、备教参、备教学程序、备标准答

案等备课活动的思维，而忽略了教学活动中“人”的整体状态，缺乏对教学各个要

素及其内在联系的整体规划和综合设计的意识与能力。A老师在一次小学数学教师培

训中谈到： 

上好一节课的准备工作，首先需要对小学数学教材内容高度熟悉，不仅包括本

单元的主要内容、本节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包括已学过的相关内容和后续学习的

相关内容。其次要明确对应课标要求，从而制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最后认真解读

教参，解决如何去教的问题。 

B老师则说： 

一节课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是否突破，学生在对应练习中正

确率高则说明学生本节课内容掌握度高，错误率高则说明学生关于本节课内容掌握

的不是很好。教师讲课时间不能太长，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去练习、去巩固。 

凡此种种，都客观地显示出部分教育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教师主体的施教

活动，忽视学生作为“人”的整体状态，缺少对学生已有状态和多方面发展需求的

进一步研究，缺少在重视认知目标实现过程中多方育人价值的开发和实现，教学评

价方法较单一。 

然而，这种直接认知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方式，在突出其不足之处时也有

其不可否认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可以为

他们全面、深刻认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打下基础。任何认识都不可能脱离直接

感知，也不可能局限于直接感知，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不应局限于此，

认识要趋向全面化和深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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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基于学生，深刻理解 

教育工作者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刻理解以第一阶段的直接感知为前

提，深入理解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不仅认识小学数学学科满足学生现阶段需要

的价值，而且还明确促进学生未来发展需要的价值。在关注现在的同时，也要兼顾

未来学生的发展需要，重视生命存在。 

每门学科对学生都具有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教育作用。因为小学数学

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它对这五个方面的育人价值实现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其中，小

学数学学科在德育、智育和美育三个方面表现较多，体育和劳育体现较少。教育工

作者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刻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多以德育、智育和美育为抓

手。一位骨干小学数学教师在《圆的认识》教学设计中制定的教学目标： 

1.能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圆的定义和各组成部分的名称。 

2.能根据圆的形成过程把握圆的特征和半径与直径的关系，并能够灵活运用特

征、关系解释、解决简单的生活问题。 

3.正确、熟练掌握用圆规画圆的方法。 

4.能感受体验圆的圆满、完美、和谐等美感特征。 

该教学目标重点突出智育的同时也要对学生开展美感教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

设计中，重点突出知识与技能教学的同时，更是将德育与美育更好的渗透其中。设

计者将数学史和爱国主义精神很好的结合起来渗透在数学教学设计中，在导入部分

和结尾部分分别有以下环节，这样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引发学

生的积极思考。 

导入：《周髀算经》是我国数学史上一部非常古老的著作，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课件出示）“圆出于方”。——《周髀算经》 

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 

结尾：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思想家墨子在他的著作《墨经》中就这样描述过圆：

（来源墨子原文）“圆，一中同长也。”——《墨经》。 

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刻理解还体现在对数学实质的关注和对生命内

涵的关怀。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更加关注数学发生、形成的过

程，更加关注小学数学学科蕴含在教材、知识和教学模式等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生命价值或育人价值。以下教学设计片段与常规的教学设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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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数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昨天，李老师骑自行车从家到学校用了 1/6 小时，下班回家步行用了 1/2小时，

你们能帮李老师算一算上下班共用了多少小时吗？（1/6+1/2） 

二、猜想验证，形成数学思维 

1、猜想：你能根据你的计算经验来说出（1/6+1/2）的结果可能是多少吗？说

说你的想法，学生思考、讨论后，请学生汇报讨论结果，并一一分析、评价学生得

出的不同结论。 

2、验证：数学学习不能只靠猜想，还需要我们对猜想进行进一步验证，你们同

意吗？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验证？学生小组讨论操作验证： 

（1）画图方法验证。 

（2）根据分数意义，转化成时间单位验证。 

（3）把分数转化成小数验证。 

最终结论：1/6+1/2≠1/8 

三、深入探究，强化数学思维 

1、过渡：我们知道了计算（1/6+1/2），分母和分子分别相加是不正确的，那应

该怎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得数呢？学生自然会想到通分。 

2、教师引导学生对 1/6和 1/2分别通分，然后用同分母分数相加的方法计算，

对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形象的方法计算解决，如：画线段图等。同时强调：计算的最

终结果必须是最简分数，要注意约分。 

3、骑自行车比步行少用多少时间？计算 1/2-1/6=？ 

4、引导学生自己回顾总结异分母分数的计算方法。 

该教学设计案例直接从 1/6+1/2 的生活情境出发，为学生进一步探索提供了良

好的思维空间，能够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诱发其深入思考。同时，还为学生提供

了大胆猜想的机会，使学生主动参与，整个过程生动活泼，彰显学生个性，焕发生

命活力，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2.3.3 立足实践，设身体验 

现实体验比直接感知和深刻理解更真实，小学数学教师通过在不断体验中得到

发展，不断成熟，能用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与理论客观分析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

实现的状况，用自己的努力来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 

在本阶段，小学数学教师能够通过对已有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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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科学地转化为日常教学生活中真实具体的相关行

为、策略与方法，避免使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停留在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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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性 

小学数学学科具有丰富的育人价值，这些丰富的育人价值只有转化为现实的价

值才能体现其本质。笔者从学生发展的需要、小学数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教师自身

发展的需要阐述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性。 

3.1 学生发展的需要 

从小学生的角度来看，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就是学生将小学数学学

科育人价值不断内化，满足自身成长、发展需要的过程。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

现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工作者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来满足学生发展需要

的活动。笔者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能够满足学生发展

的需要。 

第一，实现以学生发展需要为起点，又为终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活

动以深入了解学生发展状况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不仅了解学生目前的数学发展水

平，还了解学生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达到的数学水平，从而明确学生发展的需要。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也可以看作是小学数学学科蕴含的育人价值转化为现

实的价值，也就是被学生所接受，在这种价值转化的过程中，学生的发展需要被逐

步满足。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使学生的数学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抽象思维能力

和情感得到提升和培养，形成良好的数学素养，最终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价值

增值。因此，我们说满足学生发展需要也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最终目的。

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转化的过程中，学生的发展需要贯穿始终。因此，

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育人价值实现形式不是创造性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目的不

是直接创造更多的数学资源，而是以满足学生各种发展需要为目的的，更加强调过

程性。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不是直接教授小学数学知识，学生直接学习数

学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充分经历数学知识发生、形成的过程中获得数学思想、

文化等，提升能力，形成数学素养的过程。 

第三，育人价值实现是生命实现。叶澜教授认为教育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

命自觉”。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这种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每个学生都面

对了同样的教育客体内容、形式、模式等，却获得了不同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育人价值实现则是价值增值的过程，也是生命实现的过程。小学数学学科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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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实现自身显育人价值的同时还不断生成新的育人价值，学生在价值增值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自身不同的发展。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层次逐步上升，小学数学学

科育人价值也实现不断增长，学生的发展需要就能得到充分满足，生命就得到充分

实现。 

3.2.小学数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小学数学学科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客观内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

值实现一定程度上使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成为现实存在，促进小学数学学科价值

增值，实现自身发展。小学数学学科蕴含丰富的育人价值，而这些丰富的育人价值

仅仅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就失去了本真。因此，人们需要明确小学数学学科丰

富的育人价值有哪些，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挖掘小学数学学科所内涵的育人价

值，这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前提。其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多种形

式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这是丰富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存在的意

义，从而满足小学数学学科的发展需要。笔者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了小学数学学科育

人价值的有效实现是小学数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3.2.1 教科书的育人价值还待深入挖掘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小学数学教科书内容的实现上，也就

是不仅指“它有什么”，而且在内容的组织与编排上也有所体现，通常都正确把握了

本学科内容组织的不同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了垂直组织与水平组织的关系、

逻辑顺序与心理顺序的关系和直线式与螺旋式的关系等。小学数学学科本身的内容

和组织编排遵循了各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以及他们的兴趣、需要和经验

背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具有丰富的育人价值。但是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小学数

学学科知识内容背后隐藏的育人价值内容没有得到更好的挖掘和实现。 

一位新教师在教学日志里写到： 

一年级学生学习“图形的认识”时，第一学期只需要通过对实际物体的再认识，

获得关于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的感性认识，并能够说出这些立体图形的名称，

能够识别这些立体图形。在识别立体图形的过程中，体验比较、分类等认识事物的

方法，形成初步的观察、操作和空间想象能力。学会从“形”的视角认识现实事物，

体验数学就是生活，提升数学学习的信心。 

第二学期学生通过经历由体到面的抽象过程，初步认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

形和圆平面图形的主要特征，直接认识各图形，能够说出四个图形的名称，并能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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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区分这几种图形。在各种形式的数学活动中经历各图形从体到形的抽象过程，

获得一些简单的认识图形的经验，感知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间以及各平面图形之间

的联系，形成各平面图形的空间表象。在数学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的趣味，提高学

习数学的兴趣，体会数学与生活紧密联系。 

在实际教学中我总是存在一些困惑，第一阶段学生在认识形体时，我应该如何

帮助学生区分长方体和正方体，尤其是与正方体形状接近的长方体，部分学生会认

为是正方体，这里其实就需要渗透正方体每个面都一样，而长方体则不是。但是学

生没有关于“面”的已有认知，我该如何更好的去把握呢？同样，第二阶段学生在

区分长方形和正方形时，部分学生将正方形画成了长方形，但不是非常扁的长方形，

这里也需要渗透长方形和正方形边的特征，但是学生并没有“边”的概念获得，我

该如何基于学生认知去帮助学生区分长方形和正方形呢？ 

小学数学学科内涵的育人价值不仅体现在数学知识本身间的联系，而且还体现

在它们的呈现方式、呈现顺序、呈现时机和呈现时教师的思维引导与语言效力。该

教师的主要困惑就在于没有深入挖掘并有效实现小学数学学科内涵的育人价值。 

3.2.2 数学的文化价值需被重视 

数学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数学是一种科学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一种思

想方法，其中充满了理性精神，也可视为一种艺术。
①
但数学的文化价值在小学数学

学科中渗透较少，呈现方式单调，出现较多的是故事和数学成就，对数学的发展过

程和蕴含在此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内涵、育人价值介绍较少。另外，这些内容通常被

放在教材的单元或课时教学内容结尾，容易引起教师和学生的不重视，甚至被忽视。 

在实际教学中，由于数学文化一定程度上作为拓展部分呈现，或者因为不作为

考试内容出现，常常得不到更好的重视。小学数学教师在面对这部分内容时常采用

以下几种方式： 

方式一：教师将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放于学生课下完成。 

方式二：在课堂中教师让学生看一看、读一读、做一做，能够“了解”即可。 

方式三：提前根据相关内容师生做好充分准备，课堂中师生共同合作经历数学

发生和形成的过程，感悟数学文化。 

3.2.3 数学思想需明朗化 

《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明确强调，数学课程内容不仅仅指数学发展的最终结果，

                                                 
① 张敬书.数学文化与数学课程改革.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3,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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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包括这些结果的形成过程和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思想的育人价值主要

体现在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并

获得全面发展。 

小学数学学科中蕴含了丰富的数学思想，这些数学思想存在小学数学知识的背

后，是看不见的，将存在于小学数学知识背后的数学思想方法深入挖掘是非常必要

的，使其显性化、条理化，并将它们有效渗透到数学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以下案

例是“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数”的教学片段： 

活动一、教师与学生共读了两遍“数青蛙”的儿歌，然后教师让学生将青蛙的

嘴巴数量、眼睛数量、腿的数量和青蛙的只数记录下来，引导学生观察它们之间的

数量关系，学生们将发现的数量关系分享给全班同学，最后，教师提出了数学问题： 

如果有很多很多只青蛙，那么青蛙的嘴巴数量、眼睛数量、腿的数量与青蛙的只数

之间的关系能够怎样用儿歌来表达？学生在不断尝试中独立完成。 

活动二、教师巡视引导个别有困难的学生，并选出了几份有代表性的作品与学

生分组共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作了有效引导，引导学生通过比较不同的作

品，并点播评价，选出了最能形象、简洁地表示青蛙嘴的数量、眼睛的数量、腿的

数量和青蛙只数之间的关系的作品。最后教师引用数学史的有关资料，与学生共同

学习了字母与数字，字母与字母的简写方式。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回顾刚才的学习过程，重点强调了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的基

本方法以及用字母表示乘法数量关系的简写注意事项。 

第一，该教师以“数青蛙”的儿歌导入了课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

教师又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发了学生的深入思考，使学生初步感知用含有

字母的式子表示数的必要性。第二，教师以数学发展史为主线，进一步提出了创设

性的问题，增强了学生继续探究欲望。第三，教师引导学生共同体验用含有字母的

式子表示数量关系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与学生共同观察、发现、讨论、比较，

感受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的优势和简洁性，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了用字母表示数量

关系的基本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很好地渗透了化归思想、归纳思想、符号化

思想、函数思想等数学思想。 

然而，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深入挖掘数学思想这一环节也常常遭到忽视。教师

往往以学教材和教参为主，更加注重教学的程序和学生知识的习得，一定程度上学

生思维的想象和创造得不到更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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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在实现、转化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和学科的发展需要，小学数学教师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关键，他们的发

展需要也能够得到满足。笔者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能

够满足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 

3.3.1 价值实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是数学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上，还是在

实施上，都需要时刻渗透育人价值。教学资源的使用、教学案例的设计、作业的批

改、学生探究合作、数学主题活动的开展和数学作业的设计无不渗透了育人价值。

这些育人价值在实现的过程中会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在该过程中，学生的发展需要

是否被满足，育人价值实现程度如何？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过程，也是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

在此成长过程中，小学数学教师数学知识不断丰富，更加体系化，便于教师站在高

处审视当前所教的数学知识；基于自身教育教学经验和对已有数学教育学和心理学

的理论学习，有利于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发展运用，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

能力；当前，多媒体教学、微课的广泛应用等已经直接影响到数学教学的内容和如

何教的问题，这就要求数学教师要与时俱进，根据教学需要，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进

行教学，并且将数学信息技术和数学、学生特点有机整合，实现教学资源最优化。 

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小学数学教师不再是一个数学知

识的传递者，一个数学教育的实践者，而是一个研究者。教师要深入研究学生，明

确学生当前的状况和发展的需求；还要研究小学数学教科书和其蕴含的育人价值，

并能够深入挖掘其育人价值；还要研究教学过程，处理好教学活动如何设计、有效

开展的问题，不断反思，实现教学重建；还要研究好数学教学资源，使其存在价值

实现最大化。因此，教师的研究能力会逐渐提升，促进专业成长。 

3.3.2 价值实现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个充分的认

识，能够增强教师责任感；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并向有经验的，专业

能力强的教师学习、交流，某种意义上，还要向学生学习，这就提高了教师的学习

能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不能仅靠小学数学教师自身单薄的力量，

它需要团队成员共同努力，有利于培养教师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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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伙伴”关

系，这种关系应是自由的、平等的，为学生提供轻松、愉悦的学习气氛，使学生保

持快乐，有利于教师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与学生的友好交往，教师需要有高

超的语言艺术，有利于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所以，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

有效实现能够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满足教师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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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系统性的工程，小学数学学科所蕴含的育

人价值是否能够有效实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

现过程会或多或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4.1 教师自觉认识与现实体验 

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活动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小学数学教

师是数学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是数学教学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小

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能否有效实现，这与教师本身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

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小学数学教师观念的不断自我更新和持续主动发展，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恐怕很难有效实现。 

教师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识主要包括对先进理论的深度学习、对小

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深度开发并把这些育人价值体现在教学设计中、落实在课堂

教学中，课后能够围绕育人价值实现对教学过程和结果深刻反思，实现设计再创造、

落实再教学，从而影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 

意识支配行动，教师关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自觉认识直接影响教师在课

堂中促进育人价值实现的现实体验。以教师能够正确认识数学教学资源为例，数学

教学资源是小学数学非常有效的课程资源，教师能够自觉认识小学数学教学资源，

合理地选取、深入挖掘小学数学教学资源，并运用小学数学教学资源有效整合教材

内容，充分发挥教学资源的育人功能，课堂上如何有效实现教学资源的育人价值，

不同的教师，不一样的资源选取，不一样的实施方法，实现的育人效果完全不一样。 

在小学数学学科第一学段的三维教学目标中指出，学生通过经历从现实物体中

抽象出简单几何体和平面图形的过程，认识一些简单几何体和常见的平面图形；在

实际操作活动中，能提出一些简单的猜想；会独立思考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教

师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可以帮助达到这些教学目标。 

进行《认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体会“面”和

“体”的关系，这位教师把学生已有关于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等常见的几何

体表面的感性认识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对一些物体表面形状的感性认识作

为十分重要的课程资源，组织学生开展相应的认知活动： 

活动一：让学生先在小组里用积木搭一搭，然后根据形状的不同将积木分类。

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每一类几何体上的面，在此过程中，学生体会到了每个立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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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是不一样的。 

活动二：引导学生想办法把这些藏在积木上的面取下来，学生方法多样，其中

一种是“画一画”的方法（把积木放在纸上，将相关的图形画出来），让学生明确用

积木的哪个面，画出了什么样的图形，并介绍了它们的名称。这样很好地沟通了面

与体、直线图形与曲线图形的联系，有利于发展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 

活动三：教师出示课件，让学生在现实生活的例子中找出各类平面图形（如：

红领巾、交通标志牌等），并熟悉它们的名字，然后引导学生纷纷发言，说出自己在

生活中见过的长方形、正方形、圆和三角形。让学生体会到了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

系。 

活动四：教师出示了一块钉子板，并告诉学生：这是一块钉子板，用橡皮筋在

钉子板上可以围出一些图形，接着，教师做了一次围图形的示范，最后，学生在钉

子板上围出了各种图形，但是学生在尝试围圆的时候遇到了障碍，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明确了圆是由曲线围成的图形，其它图形是由直线围成的，所以，圆和其它图

形是不一样的，在钉子板上是围不出一个圆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或多或少感受

到了不同图形的特点。 

活动五：教师根据本节课学生探究学习认识图形的过程，课后布置数学作业为：

请你们开动小脑筋、发挥想象，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剪下各种各样的图形，来拼成

你最想要的美丽的图案，做成数学小报。学生的作品想象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海

底世界（用三角形做成各种小鱼），还有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搭配等，体现了数学之美，

体现了用数学元素创造“和谐”之美，最终实现了生命之美。 

所以小学数学教师自身关于本学科的主动发展意识、课程资源有效利用意识、

内容判断调整意识、过程反思重建意识、学科育人价值日常渗透意识、育人价值灵

活创造意识等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4.2 学生主体意识与主体参与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贯穿于小学数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学生是活动的

主体，学生主体意识的充分发挥影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学生主体

意识的发挥受小学数学学科教学是否满足学生需要的影响。如何基于学生的发展需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得学生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从学生层面分析，

学生主体意识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在不断

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学生接受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身心准备情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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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两方面：学生主体意识的自觉准备和学生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中的

积极参与。 

以下是观察四年级数学课堂教学获得的《认识计算器及计算方法》的教学片断： 

师：今天上课同学们都带来了什么？ 

生：计算器。 

师：今天计算器要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出示课题：用计算器计算。 

师：大家在哪些地方见过计算器？ 

学生小组交流纷纷说出了计算器的使用存在于各行各业。（课件出示了许多计算

机应用于生活的图片） 

师：人们为什么要用计算器进行计算？ 

学生小组交流发现：计算器主要帮助人们进行计算，计算速度快，计算结果准

确。因此，它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师：很多同学已经认识和使用过计算器了，对它也有了一些了解，请你们把所

了解的分享给其他同学。 

学生组内交流，分别对计算器键盘有了初步认识。 

师：谁想当一名计算器解说员，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计算器？（学生纷纷举手） 

该教师请了一名学生在投影仪上介绍了计算器的显示器和键盘，其他学生也做

了相应补充。重点引导学生练习了开关机、清除键、改错键、数字键和符号键的操

作。 

教师结合图片小结：计算器的外形多种多样，功能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都

具备一些基本的功能。计算器由显示器和键盘组成，键盘一般有功能键、数字键、

运算符号键。 

师：你们会使用计算器吗？我来考考大家。下面我们来进行一次接龙计算比赛，

比一比谁能用计算器算得又对又快！课件出示下题： 

（）（）（）（） ⎯⎯ →⎯⎯→⎯⎯⎯ →⎯⎯→⎯
+ 4238-12978557

3363  

学生操作计算并交流结果。 

师：当我们遇到比较复杂的计算时，可以请计算器来帮助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看清数据，准确输入。 

师：看来计算器已经和你们成为好朋友了，你们已经会用计算器计算了，老师

有几个问题想考考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课件出示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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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面积是 17968万平方千米，大西洋的面积是 9336万平方千米。它们的

面积一共是（ ）万平方千米。 

学校 9 月份用电 3496 千瓦时，10 月份用电 3485 千瓦时，11 月份用电 3502 千

瓦时，三个月一共用电（ ）千瓦时。 

学生根据教师要求先列式，后用计算器进行了计算。 

师:第二题和第一题有什么不同？在计算器上是怎样按的？ 

生 1：先输入前两个数字算出结果再和第三个数相加，算出结果。 

生 2：按从左往右的顺序输入数字和符号，直接出现结果。 

学生都认为第二种操作方法比较好。 

教师小结：像这样只有同级运算的两步式计算题，可按从左往右的顺序直接按

键算出结果。 

教师出示例题：40000-165×182 问：这道题应该先算什么，结果是多少，后算

什么，最终结果是多少？ 

学生尝试输入并进行了计算。 

教师指出：普通的计算器都是按照运算顺序，先输入先运算的，算出结果再进

行下一步计算，这样的计算费时、易错，比较麻烦。我们现在使用的科学计算器可

以直接按照原算式输入，它能读懂运算顺序，节省时间，结果准确。 

在该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体会了使用计算器计算在生

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激发了学生进一步研究的欲望与使用的心理需求，学生有了

学习的主体意识准备，认为本节课学习对自身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接下来的教学

环节中，学生多次小组交流合作并自愿分享对计算器的已有认识，学生参与度高，

课堂气氛活跃。在教师的层层引导下，学生关于计算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后续的

操作学习，掌握了运用计算器计算的方法。让学生体会到了计算器的现实价值，体

会到了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授课教师在课后反思中这样写道： 

学生在低段小学数学学习中没有正式接触过计算器，他们对计算器的初步认识

基于生活经验，与枯燥的竖式笔算相比，他们对计算器这种新的学具充满了无限好

奇，这就为本节课提供了较高的学生自觉意识准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小组合作

交流，信息资源共享，全体学生都融入到学习活动中，学生各方面收获颇丰。但是，

个别学生关于使用计算器计算还不是非常熟练，需要在进一步教学中将生活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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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计算有机结合，学生通过尝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 

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是活动的设计者、引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虽然教

师的循循引导至关重要，但教师引导是以学生积极参与为基础的。学生参与反映了

学生对于学习活动，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投入状态，它是衡量学生学习过程的

一个重要指标。①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则教育活动是失败的。 

4.3 教学资源优化 

教学资源是使教学有效进行的客观条件，一般包括教科书、教学案例、影视、

图片、多媒体课件等，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教学设施、教学模式、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法等。②教学资源的优化使用可以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

现。 

小学数学基础教学设施就是指进行教学活动时可依托或使用的设施。比如：多

媒体、黑板和数学教具等。多媒体的优点在于能提供大量直观的运动图像，引发学

生独立、深刻地去思考。在教学四年级《观察图形》时，我用多媒体软件创设了这

样一个教学环节：用 6 个同样大的正方体摆成一个立体图形，要求从前面看到的如

图 4.1（a）所示，从上面看到的如图 4.1（b）所示。 

 
图 4.1 立体图形的俯视图与正视图 

请画出从左面看到的图形。学生想象、思考和操作后，我利用动画演示，把小

正方体一个一个地拼在一起，分类讨论，这样就变静态为动态，化抽象为具体，吸

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将问题化难为易，促进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发展，体现了教

                                                 
① 刘斯佳.高一数学课堂参与与学生认知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② 陶秀妹,陆静华.有效使用教学资源·实现学科育人价值.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06,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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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个性化，一定意义上，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促进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

现。 

小学数学教材作为数学教学的主要课程资源，它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依据。小

学数学新教材的编写无论从内容的选择上，还是从内容的编排和呈现方式上都遵循

了学生的身心变化特点和数学学习的规律，注重生活和学生已有经验，涉及德育、

智育、美育等多方面，是很好的教学资源，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育

人价值。教师对小学数学教材的研究、分析、理解和编写意图的把握，充分挖掘小

学数学教材蕴含的育人价值，做好教材和学生之间的桥梁，有利于小学数学学科育

人价值的有效实现。 

小学数学学科教学方法是联系小学数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些手段或途经，是

学生与小学数学交往时，为了更好地使他们受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影响，而

选择的最佳效果途径与道路。小学数学教学可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很多种，如：讲授

法、演示法、问答法等。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和创新研究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

要途径，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一定程度上，影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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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策略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具体的策略和方法，笔者从提高教师

学科育人价值的自觉认知、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灵活扩充育人价值实现方式三个

方面提出了一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具体策略。 

5.1 提高教师学科育人价值的自觉认识 

5.1.1 深度学习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理论 

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教师要提高和拓展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程

度，就要加强对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理论的学习。首先，学习各种教育教学工作的指

导性文件，掌握相关方针政策；其次，必须认真学习数学课程标准及相关解读；然

后，学习数学学科专业知识和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最

后，学习各类数学教育教学刊物的文章，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并尝试成为教育研

究者。 

5.1.2 深入挖掘育人价值内涵要素 

在斯宾塞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知识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它的

比较价值。并不是某门科目给了他们某些益处就够了，而完全忘了那些益处是否充

分，还应该加以判断。①作为小学数学教师，不仅要用教材教数学，而是还要能够研

究教材并善于开发和利用教材中原有的育人价值，同时也要多角度挖掘小学数学学

科的育人价值，如深入挖掘学科内容中蕴含的数学思想、将数学知识与生活紧密联

系。激活书本知识与学生真实生活的联系。②最终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

长贡献力量。 

5.1.2.1 基于数学实质，挖掘并渗透数学思想 

《数学新课程标准》强调，数学课程内容不仅包括数学的结果，也包括数学结

果的形成过程和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思想的育人价值主要体现在能够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并获得全面发展。 

数学知识的形成也蕴含了数学思想的形成。所以，数学教学也是数学思想渗透

的过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数学教学的关键，实质就是数学思想不断被

应用的过程，数学问题的步步转化都遵循了数学思想指示的方向。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应重点强调数学思想的指导作用，体验数学思想的应用过程。数学思想蕴含在数

                                                 
① [英]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6-12. 
② 吴亚萍.激活书本知识—实现真实的沟通.小学教学研究,2003,0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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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背后，它也是系统的，而非零散的。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复习、

归纳和总结，建构系统的数学思想，不断完善，实现迁移。 

学生在学习数学时经常视解决问题为唯一目的，很少去深刻体验解决问题的过

程并挖掘蕴含在此过程中的数学思想。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经常

反思数学学习的过程，挖掘数学思想，灵活运用数学思想，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5.1.2.2 基于真、善、美，挖掘并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课程是更好的体现数学文化的途径，数学的文化价值体现在数学是一种语

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一种思想方法，数学充满了理性精神，可视为一种艺术。① 

数学的基本属性就是文化属性,数学的文化性主要体现为：在掌握数学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深刻认识数学，理解数学，感悟数学精神、思想，形成数学

观念和意识，并能用数学解决现实问题且实现数学的再创造，使数学文化得以继承

和发展。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学科中多以内隐的形式存在，这就需要教师对数学文

化进行深入挖掘。 

在实际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深刻挖掘小学数学学科中所蕴涵的真、善、美，

例如知识体系、教学方法、数学语言等中蕴含的真、善、美。灵活使用教学方式，

让学生切实感悟小学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实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全面挖掘，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在实际数学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蕴含数学文

化的良好的问题情境，学生在体验问题被发现、解决的过程中感悟数学文化。最后，

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回归数学真实，领悟数学文化、精神，实

现数学再创造。 

5.2 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 

5.2.1 回归主体，激发主观能动 

教育呼唤“生命自觉”。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

引导者。虽然整个过程以学生发展为本，但对小学数学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主体参与意识。这要

求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为学生提供自主活动空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有效开展的润滑剂，

学生通过与教师的交往而成长，教师要努力建立平等、和谐、简单的师生关系。并

善于引导并组织学生去发现、寻找、搜集和有效利用学习资源，组织学生开展自主

                                                 
① 张敬书.数学文化与数学课程改革.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03,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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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学习活动和研究性学习活动，促成学生合作学习。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灵活驾

驭课堂，使“放”和“收”有度且有效，把数学学习活动变成生动、活泼和富有个

性的活动。 

第二，引导学生充分经历数学发生的过程。小学数学除系统的知识外，还包括

这些知识形成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形成的数学思想和数学经验。鼓励并引导

学生主动发现、积极探索、脚踏实地解决数学问题，获得数学经验，在数学活动中

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思维成果，让学生在学习探索过程中体验数学

和经历数学，以数学的视角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第三，致力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发散思维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关键，具

有灵活性等特点。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诱发学

生大胆猜想，从多方面、多层次思考问题。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一

题多解、一题多变等。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有利于培养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的创造型人才。 

第四，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热情。课堂上教师要善于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情感变

化，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公平的，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我的机会，根据问题本

身的特点寻找不同的学生回答，让每个学生都获得学习数学的自信。数学教师应有

效把握有限的课堂时间，用巧妙的语言，恰当的行动，启发性的问题，精彩的表演，

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第五，善于引导学生对学习过程、结果及时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思是学生

数学经验积累和体系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反思，学生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和理解数学

知识。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自我建构知识经验的过程，对自我经验的认知和

见解。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对自我思考过程、解题思路、运算过程、分析过程、语言

的表述和相关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反思。学生在数学学习活动中和数学学习活动后，

通过主动反思探索过程和获得结论的合理性，从而获得成功的喜悦。 

5.2.2 注重经验，开展探究合作 

注重经验也就是教师教学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即备学生。包括学

生的已有知识储备、年龄特征、生活经验、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心理发展水平等。

这些都是教师制定多维度、多层次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设计和课堂动态生

成的重要依据。这就需要小学数学教师了解学生已有经验的方式要多样化，可以通

过问卷、访谈等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通过多种方式激起学生的已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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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旧知识间建立联系或产生矛盾，促进学生认知发展。 

探究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主体参与，学生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自觉

思考、主动表达、合作交流，提升自身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具备

科学创新意识。 

第一，探究内容要合适。学生探究的内容要合适，不仅要基于学生的心理发展

特点和已有认知基础，而且教师在选择内容时还要注重内容的可探究性，在小学数

学知识领域，例如数学概念、数学技巧的获得等通常是以讲授为主的，而数学定律、

法则、规律等比较适合探究教学。 

第二，注重适时启发引导。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过程中，教师进行适时启发引

导是非常关键的，可以促使学生自主探究活动层层深入，最终达成目标的实现。这

就需要教师心中首先要明确探究活动的目标，并根据目标提出一系列使学生有思考

空间和思考价值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之间不同的认知梯度，使整个

探究过程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有所收获。 

第三，提供适于探究的环境。在探究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建立良好的

探究环境，留给学生充足的探究时间和广阔的探究空间。例如与学生共同准备探究

的材料，并在探究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在探究教学过程中，要

根据目标有效引导和调控探究的方向。 

第四，注重探究后的反思与交流。反思与交流是学生有效学习的手段，教师要

善于引导学生回顾探究过程，反思问题，交流想法，实现思维的碰撞与启迪，从而

形成好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同样合作交流学习也要选择合适的内容，能让学生产生合作的需求；其次教师

要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合作小组，均衡分配；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

生合作学习能力。 

5.2.3 设疑激趣，创设数学情境 

“数学情境”是将数学问题恰当的放在“现实”中，营造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学

习氛围，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能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

解决问题。 

第一，创设有利于将学生引向数学真实的数学情境。一个好的数学情境，并不

是看它有多么精美、多么时尚，关键是看数学情境中渗透的数学问题是否指向了数

学真实，也就是数学的实质，是否能够激发并保持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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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学情境的创设要从学生的已有认知经验出发。教师所创设的数学情境，

必须是能被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是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能够合理地将数学问题与

学生的已有经验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认知冲突，使学生的认知结构发生重建。 

第三，数学情境背景材料选择和呈现方式要基于学生年龄特点和不同的已有认

知条件。小学生年龄较小，注意力容易被分散，教师在精心设计数学情境的过程中

还要基于学生本身的年龄特点和不同水平的学生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条件。并且数

学情境的呈现方式还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而相应地加以调整。 

5.3 灵活扩充育人价值实现方式 

5.3.1 重视过程，协调预设生成 

教学活动是师生在课堂上的共同生活。重视教学过程，要处理好“预设”与“生

成”的关系，好的教学过程，预设与生成是和谐统一的，预设是基础，是基于已有

条件对整个教学过程作出的提前规划，生成是在预设的基础上，实现的灵活创造。

如果没有预设，教学会是一片乱象，如果没有生成，那么教学会是一潭死水。 

第一，精心预设。课前预设不是封闭的、死板的，而应是富有弹性的、开放的。

所以要拓展课前准备的空间，全面考虑，预设弹性方案，除了常规的备教材、备学

生、备教法，教师还要考虑到更多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些可能性的预设要尽

可能科学。预设要以学生现有认知基础为基石，制定切合学生实际的多维和多层次

的教学目标。 

第二，机智生成。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所以小学数学课堂必须

是真实的、平等的、和谐的、丰富多彩的，是一个体现生命活力的课堂。作为教师

要切实关注、关心、尊重每一个学生，巧用生成性课堂资源，实现课堂资源再创造。

抓住契机，捕捉学生思维亮点，挖掘新意，因势利导。给学生提供质疑问难的时间

与机会，对学生的劳动成果作出合理回应。 

5.3.2 学科互动，提升学科交流 

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视角、独特的方法和独立的存在方式。世界是普遍联

系的世界，因此，各学科间有必然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各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在倡导学科综合交叉的今天，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必须要与各学科

间加强交流与互动，汲取有利于本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部分，为我所用。例如：

数学文化、数学历史教学可用语文学科、历史学科教学的一些方法和模式等、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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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教学中还可以实现相应的德育渗透等。 

此外，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还可以将小学数学课程与信息技术

有机整合。科学有效运用信息技术可以使抽象的数学知识更加形象、具体，使学生

产生数学学习的热情，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和运用数学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实现学科育人价值。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形式等来恰当地选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设计运用多媒体课件，使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3.3 教师教学评价灵活、真实 

第一，扩大教学评价的范围。教学评价的对象不能只局限于教学过程和教学结

果，而要扩大到：课前的教学设计、课中的教学实施过程和课后的教学反思与重建。

还有教学中的一些细节，如：教师语言。这样能够提高自我意识，认识到自我发展

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形成自我反思与意识重建，实现对生命意义的现实关注。 

第二，实现综合性评价。叶澜教授认为一堂好课具有五个基本特征是五个“实”

——真实、平时、扎实、充实、丰实①。教学可以理解为是生命的互动，它必须具有

真实性，是否基于生命发展需要，是否尊重生命的自由发展状态，是否具有思维碰

撞，实现认知重构等。所以，教师在教学评价和教学重建时，必须以尊重学生和自

身的自然状态为基础。 

5.3.4 把育人价值高质量地拓展到数学课堂之外 

对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还必须拓展到课堂教学之外。因为课堂的

学习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有限，而且课堂上学生一般基于教材的学习和体验，这使得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受到诸多限制。而数学实践活动中的合作和交流

更能促进学生数学思维、数学素养、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等的综合

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走出课堂的数学学习活动一定意义上能够焕发学生真实的生命

状态，实现自由、和谐、全面、持续发展。当下提倡的学科育人，其目的也在于此。 

 

 

 

 

 

                                                 
① 叶澜.扎实、充实、丰实、平实、真实—什么样的课算一堂好课.基础教育 2004,0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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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保障 

对于学生而言，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能否满足其发展需要，关键在于数学教

学活动如何安排。小学数学的教学活动开展可理解为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来满

足学生需要的一个过程，两者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过程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一

定程度上，可将保障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如何顺利实现的问题看作为如何保障小

学数学的教学活动有效开展的问题。 

6.1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个体保障 

6.1.1 教师自我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育人价值的实现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教师自我

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促进育人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教师通过充分发挥自我教育

作用，深入认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把握数学本质，明确学生发展的数学需要。

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内容、方式、手段等。 

每个学生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取向各不相同，教师自我教育可以使自己

认识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学生的发展需要是能被满足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教师

自我教育影响其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教师要不断学习，虚心请教，自觉深

入挖掘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利用生成性教学资源，从而使得学生能够积极地、自觉

地接受小学数学教育，内化学科育人价值。 

6.1.2 教师对数学育人价值的自觉认同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以教师对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认同为前提，首先

教师要正确认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明确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是什么？有哪

些？通过学习教育理论和审视教育发展现状，去除落后的、片面的育人观念，为学

生提供良好的数学育人资源。 

其次，教师要时刻保持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意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

现活动不是暂时的，是持久的，不间断的，这就要求教师要时刻保持小学数学学科

育人价值意识，指导育人实践活动。 

6.1.3 教师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现实体验 

在很大程度上，学生的数学需要能通过小学数学教学活动而得到满足，进而实

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为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或者更好地开展小学

数学教学活动，教师必须认真地设计和开展小学数学教学活动。 

第一，有效利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开展的条件。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不仅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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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的支持，也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教师在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和唤起学

生自觉意识的同时，要全面认识保障小学数学教学活动有效开展的客观基础，比如

关于教学时间的整体把握和安排，关于数学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使用等。 

第二，以情感作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底色。学校教育的那种“严格

性”，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和极具感染力的情感。良好的情感投入是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润滑剂，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表达，为教学有效进行营造良好

的人际氛围。 

第三，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与育人价值实现合二为一。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

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小学数学教学活动是实现学科育人价值的过程，教

师能否更好地开展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做是小学数学学科育

人价值能否有效实现的问题。 

教师既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实施者，又是评价者，在实际教育教学

工作中，不管是实施还是评价，都要深入理解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切实促进小

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现。最终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

实现的统一。 

6.2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学校保障 

学校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态，其唯一目的就是发展人和培养人，通过以下

途径和方式，学校凭借自身的师资、物资、场地等种种资源成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

价值实现可依托的重要保障。 

6.2.1 学校充分优化教师资源 

在实践中，教学活动是实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主阵地，教师是教学活动

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可以通过数学教师与教学活动的有效衔接与联动来促

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如创设好的数学教学情境；处理好数学教学设计

中“预设”与教学活动开展中“生成”的关系；将数学课程与现代信息技术在数学

教学中有机整合等。 

应努力促进学校与政府教育部门小学数学学科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的深入交

往，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这样，学校就可以成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重

要助力。 

实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所需要的人才队伍包括管理者及研究者等角色。学

校能够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提供师资准备。同时小学数学教师也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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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研究者，诸如此类的人力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人

力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传授教师职业技能、进行教师职业培训的教师，进行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

现工作开展的诸多专家等，每种角色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都是促进小学

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优秀的师资力量，直接关系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的质量。 

6.2.2 学校提供充足的物质和空间 

学校本身是一个具体的教育空间和教育实体，它能为学生接受小学数学学科育

人价值提供充足的物质准备，如教科书、多媒体、教具、黑板、课桌椅等，它还能

为学生接受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提供充足的空间准备，如操场、教室和实验室等。 

学校要尽可能提供丰富、充足的物质，并且保障这些物质得到有效使用。面向

全校师生开放图书馆，可自由借阅，提供充足的教具准备，并由教师根据自身教学

需要自由分配，并由学校统一管理，教室的布置要适合学生的发展需要，如色彩搭

配、墙面板报的设计、桌椅的配置等。 

学校要尽可能提供充足的空间准备，并且使空间得到有效利用。每个教室的空

间都是有限的，学生学习活动需要属于适合自己的空间，所以，教室的空间大小和

班容量要尽可能符合国家统一要求，学校操场的配备也要符合学生总体需要，并向

全体师生开放，学校也要根据自身安排和学生的发展需要，合理配置其它空间。 

6.2.3 学校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 

学校所有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它的科学有效的实施为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

效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要富有科学性，

不仅考虑学生的发展需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全面发展，体现其

教育性，而且还要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促进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 

学校在制定制度时，还要考虑到学校所有的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能够保

障学校正常有序地运行，注意制度的规范性，避免制度之间发生矛盾，前后不统一，

造成不良影响。学校通过各种努力制定制度后，首先要让广大师生所熟知，这就要

加大对学校制度的宣传力度，可以组织学生和教师专门学习，为了高效实现，还可

以通过家校合作等。学校要切实发挥制度实施的监督作用，使制度真实有效。 

6.3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社会保障 

如果个体保障是从微观层面考虑，学校保障是从中观层面考虑，那么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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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宏观层面去考虑。社会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具有间接保障作用。我

们需从以下几方面重视社会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保障作用。 

6.3.1 提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学校教育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主要场所，且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封闭性，参与学校教育人员的种类较单一，目的趋向一致，因此受到社会方方

面面的影响较少。而小学数学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它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所需

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学生掌握学习中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适应现代生活是其基本

任务。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在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中的作用，要呼唤深入挖

掘小学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 

现阶段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挖掘和实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就要求

政府教育机构建立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研究结构体系，形成和逐步完善满足学生

发展需要的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体系。 

因各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程度不同，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可组织区域性、

地区性的各种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教育研讨活动，为小学数学教师相互交

流、合作、学习提供平台。对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而言，应重视知识交流、经验

分享与精神传递等方面的学习，使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得以实现与增值。 

将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作为数学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形成学校

教育相互配合、政府教育部门主导的教育格局。 

6.3.2 完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育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政府教育部门作为

基础教育管理的负责方，能够在体制和制度上保障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有效实

现。 

由于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教育部门应在设置

相关体制与制度时，充分考虑到其内容应包含小学数学学科本身与学生的实际情况

以及社会动态发展。 

学生是小学数学学科的最终受益者，以学生为本，不论外在评价如何，对小学

数学学科育人的效果与质量的衡量最终会落到学生身上，这就要求政府教育部门能

够建立完善、完整的体制与制度，来调动一切力量满足学生发展需要。 

6.3.3 构建多样化的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筹资渠道 

经费的投入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挖掘与实现的物质保障。学科育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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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与实现离不开具体教育研究组织工作的开展，这就需要许多教育工作者的人力

投入，还需要有先进的教育基础设施等。虽不像其他硬件设施配备那样需要高的投

入，但实现小学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也需要资金的投入。政府教育部门自然是小学

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资金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的资金渠道也可以更加多元化。 

6.3.4 建设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人才队伍 

人的因素在育人价值实现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所以必须建设能够促进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有效实现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是育人价值充分实现的关

键。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建设与实现的人才队伍主要包括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

挖掘、创造和实现的管理者、研究者和实施者等。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管理者要熟知还要善于进行教育管理。小学数学

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是不同于其它教育实践与理论活动的教育活动，这就要求小学

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管理者必须是专业的教育管理者。 

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研究者、实施者等是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的人才队伍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他们直接关系到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质

量，直接影响到小学数学学科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发挥多大的育人价值。因此，

培育能促进小学数学学科育人价值实现的人才队伍是重要的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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