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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中 文 摘 要

中国开始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数学教学情境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越

来越明显，得到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数学教师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实践。特别是对

于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教学来说，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以及学生认知和思维发展的特

点需要教学情境。科学合理地创设和使用数学教学情境，发挥数学教学情境的应有

作用，应当成为当前数学情境教学研究中关注的主要话题。

本研究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案例法，深入 H 小学了解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

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优化路径。本研究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

选题缘由，阐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并对当前国内外有关数学情境创设的文献研究进

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二章介绍了研究样本的选取，通过查阅文献以及实习期间的所

见所闻进行综合整理总结出情境创设的研究维度。第三章从情境创设的目标、情境

创设的类型、情境创设的实施以及情境创设的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数学课堂情境创

设存在的问题。第四章结合课堂观察教学案例与访谈记录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

方面进行深度分析，并结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相关要求进行阐释说明。最后一

章，针对前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总结，从学校、教师和学生方面提出相关优化路

径。结语反思了本研究的不足，希冀对学校以及一线教师情境创设方面提供实质性

的帮助。

关键词：情境；数学教学；情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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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began a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the rol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situat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tively practiced by policy makers, researchers, and mathematics teachers.
Especially for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of the first semester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cognition and thinking development require teaching situation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creating and us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situations and exerting the proper rol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context
should be the main topic of attention in current mathematics situational
teaching research.

In this study,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case study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reation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situation in H Primary School,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give
the optimization path. The introduction part of this study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topic, clarifie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and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mathematical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sampl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of situational creation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what is seen
and heard during the internship. The third chapt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reation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s from four aspects: the goal
of situation creation, the type of situation cre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tuation cre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ituation cre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combines classroom observation teaching cases and interview records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xplains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the last chapter,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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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onsidered and summarized, and relevant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onclusion
reflect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study and hopes to provide substantive
help to schools and front-line teachers in creating situations.

Key words: Situation; Mathematics Teaching; Situation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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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1.1 时代呼唤：情境创设价值的认识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信息通讯技术（ICT）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迈

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我国立足“立德树人”根本要

求，充分借鉴国内外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把目光聚焦于“核心素养”。2017 年 9 月

23-24 日，我国第十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明确提出要从素质教育转向核心素养，实

现培养人终身发展的教育目标，既要转变过去的教育理念，也要变革以往的教学方

式。国内有很多教育专家都认为核心素养的培育与教学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核心

素养最初是指人为应对不同情境需要的综合能力或者是存在的状态。
①
核心素养是通

过教师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凭借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的实施过程逐

渐挖掘和培养起来的。
②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必须创设真实的数学情境，让学生在

情境中体验、思考，这已成为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
③
目前，学校的教

学还是以分科课程为主，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落实到各个学科教学当中，教学的发

生总是伴随着教学情境，数学教学也是如此。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应当与实际情境

紧密结合，贯彻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展数学思维、

数学能力。

同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成文的方式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教

学实施建议，特别强调要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由此反映出创设教学情境的重要性。

教学的实施是为了让学生成为适应知识社会发展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同时国家也意

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对义务教育公共财产的投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

同时，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城区之间、校与校之间的差距。客观的讲，我国的教育

现状正在逐步好转。但是，只有教育要求乃至法律制度这一条外部力量的主线是不

够的，它并不能最终保障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任务。学生的成长是自内而外的逐渐

生长过程，往往伴随着情感的发展。情感支持着智力、体力、美的感受以及道德的

发展，是与生俱来的，是学生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教学情境的创设营造了教

育人文情怀的教学环境，为学生获得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创造了条件，使的数

①张华.论核心素养的内涵.全球教育展望,2016,4,10-23.
②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全球教育展望,2016,1,3-24.
③蒋玉国,黄磊.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问题与改进研究.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9,10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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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感的发展镶嵌于其知识技能的发展过程之中。作为教师日常教学使用的教学情

境，情境创设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教学成果的好坏，因此，研究教学情境的创设很有

必要性。

1.1.2 现实需求：情境创设困境的忧虑

2018 年 9 月是笔者初次来到山西省 H小学进行课程实习的日子，刚来学校的时

候，“情智教育”几个大字深深的映入眼帘，通过咨询学校的老师了解到 H小学的办

学理念就是情智教育，同时倡导情智课堂。情智课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

设教学情境来呈现知识，以此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可见，学校和广大一线教师在实

践中已经深刻认识到情境创设的重要性。通过观察 H 小学第一学段数学课堂教学活

动，发现教学情境的创设效果欠佳，教师明显对教材深入研究的不够，对新教学理

念把握的不足，有些学生被不适合本节知识点的情境带到了另一个知识中去，情境

教学效果欠佳。为此，有效的教学情境创设是一片急需开发的领域，亟待研究者进

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后来给我的启示还有一次 H 小学所在的 X 区入选市“成长杯”大赛教师课堂教

学研讨活动（数学）。在此次展示课中，教师在“认识线段”课堂教学中展示了三次

教学情境活动，其中一次的情境创设引入了全新数学概念“折叠”，但教师并没有把

这一知识点讲清楚（折叠必须是折叠后的两部分完全重合），而是通过提问“折痕的

长短”问题来进一步阐释线段是有长短之分这一知识点，致使学生无法理解到本节

课学习的重点，并且在情境体验过程中也浪费了很多教学时间，以至于严重拖堂。

学生在后面的教学情境中已经明显怠倦，注意力分散，并没有体会到作为一名主动

参与学习者的快乐，最后在教师的引领下，勉强记住了当堂课的数学知识，而整节

课持续时间将近 2 个小时。这一点也反映出教师在运用情境进行教学的时候，并没

有照顾到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没有创设好教学情境。

这些真实的教学活动已说明，研究创设有效的数学教学情境是提高当地教学质

量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目前研究情境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新教学理念注

入教学情境创设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也是促使笔者研究的动力所在。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1.1 利于实现情感态度课程目标

学习的实质是认识得到不断深化的过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认识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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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与无意识共同参与、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无意识心理活

动如无意感知、无意识记、无意注意、无意再认、无意体验等与非智力因素如情感、

兴趣、动机、意志、性格等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有效学习。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通

过教学情境的创设，营造出利于学生发展无意识心理活动和非智力因素的情境，使

学生同时发展“情”与“智”。实际上，情智的发展是相得益彰的过程，二者至始至

终贯通于学习活动中。积极情绪的发生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并推进其对

所学知识进行加工重组，发展学习记忆的同时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

课程目标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长期以来教学过于注重知识技能课程目标，忽

视对学生情感态度的培养。教学情境的创设，在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发展的基础上使

其获得知识技能，让学生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同时发展。

1.2.1.2 丰富小学第一学段数学教学的相关理论

经实践检验，情境教学是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特点的教学方法，而且被广泛

地应用于小学数学学科的实际教学中。本研究聚焦于小学第一学段数学课堂教学情

境创设，在梳理数学情境教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情境创设与数学教学相关概念进

行整合，并对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以期丰富第一学段数

学教学情境创设的相关理论。

1.2.2 实践意义

1.2.2.1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课堂教学中往往存在两种交流方式，一种是学生与教材的直接交流，另一种是

教师带领学生与教材进行交流。其主体部分是促进学生对教材的深刻理解，这种意

义关系是学生主动用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去诠释课本，换句话说是学生对人类历史

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再创造。以上这种交流是建立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

互相尊重、理解、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通过精神的交流和意义的分享来获得人生体

验。这两种交流方式都是为了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则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教

导者。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引起学生注意，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从被动的学习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动建构者。

1.2.2.2 激发教师的创造性智慧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一直倡导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从教学权威者转变为学习

引导者，从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转变为开拓者和决策者。教师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的要

求，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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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做出适当调整。这些需要教师充分调动已有的教学经验，利用身边的各种课

程资源，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的取舍中彰显教师的创造性智慧。教师如

果不顾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仅仅依据教材设计教学内容，可能造成课堂教学容

量偏小、气氛沉闷、内容生涩等现象，学生因教师教学缺乏生动性、创造性而失去

主动学习的兴趣。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

当地社会的发展状况，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活动，灵活处理教材内容，体现时代发展

的多样化需求。教师还应注重将学科教学知识的理论层面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充分

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在教学情境的创设过程中体现教师的创造性智慧。

1.3 文献综述

1.3.1 情境的相关研究

从不同来源界定情境，会得到不同的含义。“情境”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指人

处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况相互交织使得内心产生出的一种情绪体验；从“情境”的

生活来源看，情境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符号世界的枢纽，它源自生活但又不同于生活；

从教育心理学来源看，情境是指影响事物发生或对有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条件；

从社会学来源看，情境指人们从事某种社会活动时所处的一种社会环境，是人们行

为产生的条件，这一观点正好印证了《辞海》对于情境的解释：人在进行某种社会

活动时所处的境遇，可分为实在的、遐想的和默示的情境。

国外对“情境”有深入研究的当属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他认为情境是人

类生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连接被建立事物经验、促进思维开始的阶段，深

刻揭示了情境对于教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对情境的定义有各种解释，都是

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其中，研究者刘亦菲分别从学习条件、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

三个角度对情境进行界定。鲁洁教授则认为情境是一种条件，它能提供强有力的学

习动力，从而使学习者获得更好的学习智慧。
①

针对情境类型的研究，PISA 框架对情境的分类标准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它涉

及数学内部与外部两大类。数学内部情境指缺乏明确非数学要素的情境。非数学情

境一共分为 6个子类，包括社会生活情境、学校情境、日常生活情境、虚拟情境、

专业情境、其它知识领域的情境。
②

①丁锦宏,陈怡,奚萍.换一个角度透视情境教育一项关于“情境教育研究”的元研究.教育研究与评论,2011,2,32-48..
②OECD. PISA 2012 Assessmen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Mathematics, Reading, Science,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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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教学情境的相关研究

“启发教学法（也称暗示教学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奥尔基▪洛扎诺夫（心

理学家）提出，该教学法系统理论的充分印证了教学情境的本质特征“情境对人的

心理具有显著的暗示效用”。
①
从实践方面证实了教学情境的重要作用，使得情境教

学渐渐被大众所熟知。

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学者渐渐意识到“情境”对于知识学习的重要性，1989

年，布朗、柯林斯和杜吉德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Situational cognition and learning

culture（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明确提出“知识具有情境性”以及情境的学习模

型。在当时比较出名的有两种情境教学形式，一个是抛锚式教学形式，从 1990 年开

始，由美国范德堡大学成立的“温特贝尔特认知与技术小组（CTGV）”创设出贾斯珀

系列(Jasper series)。它共包含 12 个冒险故事情境录像，每个冒险故事都是为数

学问题的推理、解决以及同其它学科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并且提供录像回放，促使

学生更好地解决故事中的挑战性问题。
②
另一个是认知学徒教学形式，1991 年由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莱夫(Leif)教授和独立研究者温格(Wenger)在出版的

书籍 Situational Learning: Legal Marginal Participation（情境学习：合法的

边缘性参与）中提出。
③
由此可以看出，布朗等人与莱夫等人从不同视角提出“情境

中学习”主张，肯定教学情境的实践意义
④

情境教学自提出以来，人们对教学情境的关注度在逐步提升。国内有学者提出

教学情境是一种独特的境况，是含有文化特性的教学具体背景情境的综合体，包括

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获得认知规律、情绪体验、行为举止、社会认识和发展经过等。

⑤
在第十八次中国教育学术年会上，来自贵州师范大学的吕传汉教授和汪秉彝教授对

他们发起的“数学情境与提出问题”课题做出进一步分析，数学教学情境得到了空

前发展，该教学课题已形成“情境-问题”基本形式，为教学情境提供了典型范例。

1.3.3 数学教学情境创设的相关研究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重视思维训练和学校教学过程中的情境创设。

他把思维活动分为五步，相应的设计教学法也包括五步：一是创设“真实的情境”，

激发学生在经验活动中的兴趣；二是提出情境问题，激发学生进行思考；三是提供

①卢晓平.情境教学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教学与管理,2004,3,48-49.
②王文静.贾斯珀系列对我国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启示.课程▪教材▪教法,2001,11,67-72.
③贾义敏,詹青春.情境学习:一种新的学习范式.开放教育研究,2011,5,29-39.
④王文静.理解实践:活动与情境的观点.全球教育展望,2001,5,48-53.
⑤耿莉莉,吴俊明.深化对情境的认识,改进化学情境教学.课程▪教材▪教法,2004,3,72-76.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问题研究

6

教学材料，为学生做假设而准备；四是参与实践活动，验证假设；五是验证假设而

得出结果，总结结论。
①

乔纳森(D. H. Jonassen) 是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学生的学习

应当置于特定的情境中。他研究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教学设计模型，包括六个教学

步骤，关键的一步就是创设教学情境。
②
很明显，情境塑造的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通过创设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其中自主建构数学知识，并分析、解决数学问题，

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实际联系。

此外，情境化的课程设计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荷兰数学

教育家弗赖登塔尔倡导现实主义教育思想，与之相适应的“现实数学”课程注重教

学情境创设的“现实性”和“实现性”。

国内最早研究数学情境创设问题的是张奠宙、戴再平两位先生，他们共同主编

出版了《中学数学问题集》，提出情境创设的相关论述,目的就是用“问题”改造数

学习题和考题,促进“问题解决”情境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曹才翰、章建跃、唐彩斌、曹新等人都对于数学情境的创设深有体会，教师在

创设情境时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包括社会和儿童、生活和数学、综合和形式，探讨

了数学情境的性质，肯定数学情境的创设具有“催化数学化”作用。但是通过调查

又对教学情境提出了质疑，发现重视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未必能增进学生的数学应

用意识和能力。曹一鸣等人就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提出了几点建议：（1）必须紧扣

主题，反映数学思想和方法；（2）创设教学情境要遵循数学学科的特性；（3）情境

的创设应符合一定的真实性或实际情境的相似性。
③

1.3.4 研究述评

情境创设不仅发生在课堂教学中，生活中各种场景的发生其实也是一种情境的

创设。在学科教学过程中，课堂教学的发生必然伴随着教学情境，教师在课堂情境

中讲授学科知识，其中重要的环节“教学情境的创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

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教学过程的发生离不开教学情境，数学情境教学

离不开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无论是从情境的各种不同起源、概念看还是从情境的

相关原理出发，情境创设在教学中仍然占有主体地位。对于数学情境教学相关方面

的研究在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对于教学

①(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② Jonassen D H, Land S M.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③曹一鸣,秦晓红.基于 D.H.Jonassen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模型的探索研究.数学教育学报,2005,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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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研究的广度、角度、深度各有不同。从研究的广度看，集中在国内与国外的情

境教学比较研究、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钻研等，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磋商相对比较少；

从研究的不同角度看，集中在教学情境创设的分析框架构建、有效性、调查性、现

状方面，针对各个不同学制，关于数学情境创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个知识点上面，

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是比较少的；从研究的深

度看，对于情境创设的问题、误区、策略方面研究颇多，触及情境的本质可谓理解

不一，各有所长。虽然有研究者否定情境创设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是基于一定空间

限制的情况下考虑的，存在局限性，当然还有很多学者针对情境创设的重要教学意

义还是持肯定态度。

现有的文献对于小学第一学段课堂教学情境的研究集中在语文、英语学科方面，

数学教学情境创设方面的研讨可以说很少。因此，对于课堂教学实践层面的研究是

不可或缺的。本研究就是针对小学第一学段数学教学情境创设进行的深度研究，从

情境创设的目标、情境创设的类型、情境创设的实施、情境创设的评价四个维度分

别展开，对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问题研究，结合 H 小学的实际情况，使用课堂观

察法、教师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分别从学校、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情境创设存在

的问题，基于已经存在的问题，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方面对 H 小学提出优化路

径。希望对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课堂情境创设提供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1.4 核心概念辨析

1.4.1 第一学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将小学阶段划分为两个学段，分别为第一

学段（1-3 年级）、第二学段（4-6 年级）。
①
本文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特指第一学

段的情况。

1.4.2 情境

情境，解释为“情景；境地”。
②
其中，情景指具体直观的，狭义的理解可以是

物理的景色或是人文的景象。情景与情境其实相差无几，在某种情况下二者表达的

意思相通。情境指境地、境况，如欢乐陶醉的情境。
③
情境的含义相对情景会复杂一

些，多指夹杂在情景中的各种要素及其联系。

本研究所指的情境，即是人为改造优化的，作用于学生的认知活动，以引起学

①中华人们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③陈炳昭.近义词应用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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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感，激发学生进行“情”“智”活动的环境。

1.4.3 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就其广义来说，指作用于教学主体，能够促使学习者进行学习行为的

物理环境。就其狭义来说，专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用来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

其主动参与探索、发现的认知活动，使学习者踊跃参与学习活动并获得积极情感体

验的教学环境等。教学情境可以是一节课的一个环节，顺序前后均可，也可以贯通

于一节课的教学主线。

本研究所指的教学情境是存在于课堂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根据自身的学科

教学知识，为达成课程目标而创设的，适用于学习主体并促使其进行认知实践活动，

从中获得积极情感体验的背景、条件或学习环境。

1.4.4 教学情境创设

教学情境的创设过程首先公认了教学活动的复杂性，情境创设的主体是教师，

教师在进行教学情境创设的时候，必须遵循新教学理念并且集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

形态于教学知识中，沟通学生的认知桥梁；其次，教学情境的创设必须进行预设，

通过预设课堂中可能会发生的情境，为生成新的教学情境而做准备；最后，情境创

设是为学生服务的，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加清晰、全面的学科知识和身临其境的间接

经验感受。

本研究所指的教学情境创设是指为教学活动的开展而准备的，需要教师调动已

有的学科教学知识，为学习者精心策划的，促使知识能够更加容易的被学习者接受，

富有积极情感的态度和具有亲和力的肢体语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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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维度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采用了课堂观察法、访谈法（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

和案例分析法。从 2018 年 9 月到 12 月期间，笔者在 H 小学进行了深入的课堂观察

和访谈，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向各位教师说明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从教师那里收集

了非常丰富且重要的原始资料。

2.1.1 观察法

观察是人类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方法，在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对观察情境不

加任何控制条件，不影响被观察者的正常行为。本研究采用观察法，课堂观察是非

参与型观察的一种形式，这样使得笔者与研究对象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确保观察

结果的客观性。通常情况下，笔者的观察对象是课堂教学活动，通过录制音频进行

非参与型观察，把对教学活动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在观察的过程中，及时将观察

结果以及一些情境教学片断进行详细记录，为进一步分析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情况

提供现实依据和教学案例，方便为本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2.1.2 访谈法

在本研究中，笔者对样本中的 7 位教师分别进行正式的非结构式访谈，访谈地

点一般在教师办公室、教室（包括多媒体教室、活动教室），目的是为了让教师感到

方便和轻松自如。在访谈的过程中，尽量让教师直言不讳、各抒己见，以获得最全

面、最深入的访谈记录。访谈的时间主要是在课前或者课后，非正式访谈时间相对

随意一些，分散在与教师的日常交流过程中。在访谈初期，笔者采用的是开放型的

访谈形式，深入了解教师对于情境创设的一些理解及做法，随着访谈的进一步深入，

逐渐转向半开放型访谈，是对前面出现过一些尚存疑惑的地方进行追问。

除了正式访谈，笔者利用平时的闲暇时间也收集了一些资料。比如在教师空闲

时间发微信询问，或者在课间直接去教师办公室闲聊几句。这样收集资料的方法对

于笔者深入了解教学情境创设方面的信息有很大帮助，因为是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下，

收集到的资料真实且可靠。此外，这些资料也可以印证笔者观察到或访谈到一些资

料的真实性。

2.1.3 案例法

案例法是对相关教学活动进行完整记录、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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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论题的生动再现，它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并且按一定的结构再现。

在 H 小学进行课堂观察时，搜集关于数学情境教学的相关课例，并且结合所学知识

对课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向教师讨教情境教学实践应用的过程与情境创设需要注

意的地方。通过对案例进行整理，本研究选出 12 节数学情境教学活动课作为研究案

例，对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反思情境创设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能为教师的实际

教学提供参考。

2.2 研究对象的选取

2.2.1 课例的选取

本研究关注的是小学数学第一学段课堂情境教学中的情境创设环节，通过实习

期间的听课积累，选取了 1-3 年级的 12 节数学教学课（包括数学平常课、数学公开

课）进行课堂观察。

表 2.1 小学数学第一学段所选课例基本情况

课型 课例的名称 所属年级 授课教师

数与代数

1.得数是8以内

的加法和减法

2.千克和克

3.认识11-20各

数

4.7 的乘法口诀

1.一年级

2.三年级

3.一年级

4.二年级

AYL

ZMZ

ZY

CWT

几何与图形

1.初识图形

2.认识多边形

3.认识线段

4.平移和旋转

5.认识周长

1.一年级

2.二年级

3.二年级

4.三年级

5.三年级

WQQ

CWT

GHJ

LJY

ZMZ

综合与实践 1.探究平行四

边形

2.间隔排列

1.二年级

2.三年级

GHJ

ZMZ

概率与统计 1.分一分 1.一年级 ZY

总数 12 节 3 个年级 7位

选择这 12 节课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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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2 节课是笔者实习期间 1-3 年级数学的授课内容，从三个年级在第一学期所

学内容中抽取出来，教材使用的是 1-3 年级苏教版上册。这 12 节课分别代表了《数

学课程标准》里规定的 4 种课程类型：数与代数、几何与图形、综合实践活动、统

计与概率（第一学段涉及较少），按授课比重进行选择。这 12 节课既包括教师日常

教学课，也包含教研活动公开课，公开课是教师成长的动力所在，是同一个年级的

不同老师教授同一课程内容，目的是为了发展学校的“情智教育”。

2.2.2 访谈对象的选取

H 小学 1-3 年级数学授课教师一共有 7位，其中一年级 3位、二年级 2位、三年

级 2 位。笔者一共访谈了 7 位教师，其中小学新手教师 5 位（新手教师并不是没有

教学经验，有些以前教过高年段的学生）、老教师 2位。

表 2.2 访谈老师基本情况

编号 姓名 年龄 教龄 学历 性质

1 LJY 38 16 本科 在编教师

2 ZMZ 32 5 硕士 非在编教师

3 AYL 31 6 本科 非在编教师

4 ZY 35 7 硕士 非在编教师

5 GHJ 30 6 本科 非在编教师

6 CWT 31 5 本科 非在编教师

7 WQQ 39 10 本科 非在编教师

本文以这 7 位数学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展开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问题研究。

2.3 研究的维度

2.3.1 情境创设的目标

情境创设的目标是对教学活动的预期设想，教学活动效果的好坏最终展现在学

生身心发展的变动中。情境创设的目标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实现的课程目标，既是教

师教授的目标，又是学生学习的目标。换句话说，情境创设的目标是对情境教学活

动结果主观上的一种期望，这是可以测定的，教师可以编制相应的题目，对情境创

设的目标达成程度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测量。

在教育教学系统中，教育宗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互

相关联且协调而不可分。教学情境是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必要方式，情境创设的目标

是为了达成课程目标，因此，在创设教学情境的目标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课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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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创设情境的目标时一定要注意避免以下几个误区：一是把学习的内容当成情

境创设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是错误的，失去了课程目标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二

是情境创设的目标不注重对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目标的培养；三是情境创设的目标

忽视个体差异性，学生之间是有差异存在的，教师一般会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2.3.2 情境创设的类型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准备和教学实施过程中，对创设的教学情境做一些分类，将

会方便整理和收集相关的课程资源，如果再进一步对各种教学情境进行分析，研究

它们适用的教学类型，将会大大方便教学情境的使用，方便教师教学准备，因此，

对创设的教学情境进行分类是很有必要的。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创设的教学情境

可以分成不同类型，一般为广大学者所接受的是以下两种分类方式：一是按教学情

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分类，可分为实体教学情境、仿真的教学情境；二是根据教学

情境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进行分类，可分为故事情境、游戏情境、图片情境、动画

情境、探究情境、操作情境等。实际上，对教学情境类型进行具体分类，有时很难

判断一个教学情境该归属于哪一类，应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尽可能的让学生获得

直接经验的体会，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是在有限的学校教学环境下，学生一般都置身于仿真的教学情境之中，特别是针

对本研究中第一学段的学生而言，通过创设的游戏情境、故事情境、动画情境、图

片情境等来模拟现实情况或满足教学需求，让其在教学情境中进一步感悟数学思想，

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数学问题的空间，培养数学思维能力，

启迪智慧。

2.3.3 情境创设的实施

情境创设的实施就是进行课堂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师生良性互动、携手共进

的过程，教师作为讲课主体，应当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获得间接经验的

同时尽可能的多接触直接经验。这就要求教学情境的创设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经验

出发，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使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同桌的交流合作、自

主的实践等活动，获得数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进一步激发

学生探索数学的学习兴趣，感悟数学的思想方法，培养学生不断发现数学问题和提

出数学问题、分析数学问题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教学情境的创设应注重启发学

生进行科学思考的同时发掘数学学习的潜在能力，鼓励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激活创新

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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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师而言，情境创设的实施过程要发扬教学民主，争取照顾到每一位学生，

同时也要经常鼓励学生，使其拥有积极的数学情感体验过程。因为在人发展的早期，

自然情感的流露是与生俱来的，它伴随着比较强烈的生理活动反应，既可能发挥正

向功能也可能产生负向作用，因此，我们要支持正向数学情感的发展，抑制其负向

功能的发展。

2.3.4 情境创设的评价

情境创设的评价是教学情境创设的重要环节，是对情境教学进行价值判断的过

程，同时也是科学指导教学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评价的主体可以是教

师、家长、学生，也可以综合运用教师互评、学生互评、家长评价等方式，主要是

对教师情境教学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考察。情境创设的评价以情境创设的目标和情

境创设的内容为依据，情境创设应该体现数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全面评价学生在课

堂情境中在达成课程目标方面的表现，以此获得信息来了解学生数学学习存在的问

题和已达到的水平，同时帮助教师进行教学情境创设的总结与反思，从而调整教学

情境的设计和应用。本研究对于情境创设的评价采用教师和学生进行评价，以在实

际课堂观察中学生的课堂表现、教师的情境课堂设计效果作为评价依据，通过了解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得到教师教学情境教学的结果，合理利用情境创设的评价

结果，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从而改进数学课堂的教学情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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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步伐，H小学以“情智并重教育”作为特色办学理念，建设情

智校园，创设情智课堂。可以看出，学校层面越来越注重对学生全方面进行培养，

注重在情智课堂中，通过创设课堂教学情境来促进学生情智的发展。H小学数学课程

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其重要特点是课本内容多以图片呈现，几乎每个知识点的切

入都伴随着一张图片情境，课本内容排版色彩鲜亮，吸引学生进行数学学习活动的

开展。数学教师作为学生数学的启蒙者和引导者，要善于创设符合学生生活实际、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课堂教学情境，这样既有助于学生的知识学习，又能让教师

很快的切入知识点，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实际的数学课堂教学中，

情境创设的现状不容乐观，教师对于情境创设有不同程度的理解有的甚至没有引起

重视，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情况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笔者结合所观察到的教学案例以及收集到的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

3.1 情境创设目标方面

3.1.1 不重视“问题解决”目标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通过义务阶段的学习学生能获得四个方面的

总目标，即“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
①
总目标的这四个方面

紧密协调、互相配合，因此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的组织过程中，要整体实现这四

个方面的目标。在对文本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笔者总结出课堂情境创设目标，

通过与数学课程标准总目标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表 3.1 如下所示。

①中华人们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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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小学数学情境创设目标统计表

序号 创设情境的目标 课例 次数

1 经历数与代数的抽象过程 认识 11-20 各数，得数

是 8的加法和减法，

2

2 在情境中观察、猜想、实践，

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初识图形，平移和旋

转，7的乘法口诀，认识线

段

4

3 在图片情境中经历图形的

抽象、分类，掌握图形与几何的

基础知识

认识多边形，初识图

形，分一分

3

4 在探究情境中参与综合实

践活动，积累运用数学知识、技

能和方法

千克和克，探究平行四

边形

2

5 通过实物情境的展示抽象

出简单几何体和平面图形

分一分、认识多边形、 2

6 建立数感，发展抽象思维 认识 11-20 各数 1

7 在情境中合作交流，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探究平行四边形 1

8 在情境中从物体抽象出几

何图形，构成几何直观，培养形

象思维

初识图形 1

9 积极参与数学活动，对数学

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认识 11-20 各数 1

从表 3.1 中可以看出，在这 12 节课情境创设目标中涉及到数量最多的是在情境

中观察、猜想、实践，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是在图片情境中经历图形的抽

象、分类，掌握图形与几何的基础知识，最少的是建立数感，发展抽象思维等。上

述对于创设数学教学情境的目标统计共得出了 9 条类属，可以说在实际的数学情境

创设目标方面涉及面比较广泛，通过认真观察和分析，发现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类

别概括，总共分为三大类，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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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小学数学情境创设目标二次归类统计表

目标二次归类类别 包含首次归类条目 数量

知识与技能

1.经历数与代数的抽象过程

2.经历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简单几何体和

平面图形

3.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积累运用数学知识、

技能和方法解决简单数学问题

4.经历图形的抽象、分类，掌握图形与几何

的基础知识

9

数学思考

1.建立数感，发展抽象思维

2.参与观察、猜想、实践等数学活动，清晰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3.构成几何直观，培养形象思维

6

情感态度

1.养成合作交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积极参加数学活动，对数学有强烈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

2

从表 3.2 可以看出，在这 12 节课例中关于情境创设的目标方面，知识与技能、

数学思考、情感态度目标数量由多到少，几乎没有呈现出“问题解决”目标。尤其

是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不能理解教师创设的情境问题是什么意思，

所以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善于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数学，需要教师从低年级就注

重培养，在教学情境的创设中，教师失去了数学的本真，没有让学生学会从数学的

角度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也没有注重去解决简单的一些实际问题，应用意识和

实践意识也就无从谈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生认为数学是枯燥无味甚至厌恶对

数学的学习，埋没了一些学生的数学天分，以至于将来出现偏科的严重现象，对于

教学效果也会有影响。

3.1.2 不注重数学情感态度的培养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学会数学知识确实达到了数学教学的目的，但是教学活动

不仅仅在于教授知识，还应该促使学生知道如何去学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掌握学习数学的方法更为重要，这一教学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Rosiek 在教学

研究中指出，教师在教学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或策略，并不能直接帮助学生获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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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理解上的清晰性，而只是提高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情感联系。
①
也就是说，教学应给

予情感关注，而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情感关注是可以促进学生认知理解的。要想让学

生自觉的去学习，应当让学生意识到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以及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在学习数学的活动中给予情感关注，帮助学生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体验成功解

决数学问题的过程，激励其进一步探究数学活动。从表 3.2 可以看出，教师在创设

教学情境时特别注重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达成，对于情感态度目标的培养相当不重视，

在课堂教学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下面是《得数是 8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的教学

片段。教师多媒体课件出示书上图片，有 8个小朋友在游泳池旁边玩耍。

师：大家请看，这里有很多小朋友，谁能数数他们一共有几人呢？

生：8个。

师：此刻在泳池中的小朋友有几个？在游泳池外面的有几个人呢？

生：游泳池里有 5个人，游泳池外面有 3个人。

师：你们能根据老师刚刚的提示列出两个加法算式吗？

A生：5+3=8,3+5=8。

师：你们同意他列的算式吗？为什么？

B生：同意。在图中一共有 8个小朋友，泳池里的 5个小朋友加上在泳池外玩耍

的 3个小朋友一共有 8个小朋友。

师：太棒了，回答的非常正确。

A 教师直接运用课本中的图片情境引入新知识点。首先，游泳对于北方的学生，

并不是每天接触的活动，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有些牵强，该情境并没有很好的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其次，教师没有仔细挖掘课本图片中的内容，没有积极的去

开发和利用教材中的课程资源，图中男生有 5 个，女生有 3 个，教师可以提出相关

数学问题去启发学生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图中信息；最后，教师没有让小朋友进行讨

论，不利于学生养成乐于思考、与同伴合作的学习习惯。在 A生回答出数学算式的

时候老师应给予相应的鼓励，让学生体会到获得成功的乐趣，从而建立进一步学习

数学的自信心。

情感态度课程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独立完成的，它是与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

题解决目标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课堂的整个环节的，教师在进行课堂设计的时候一

定要考虑到情感态度目标，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相对于知识的学习，培养良好的

①Rosiek ,J. Affective Scaffolding : An exploration of effective dimension of teacher knowled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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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维和习惯是更为重要的环节。教师应善于挖掘各种课程资源去创设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在数学体验的过程中积累无论是生活还是数学上的基本经验，帮助学生形

成勤奋好学，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

3.2 情境创设类型方面

通过研读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发现针对第一学段课程内容要求以及教

学建议的文字描述中，“情境”二字一共出现了 13 次，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情境

可以是上课前进行教学设计，也可以在课堂上由师生交流互动而生成，当然，还是

提倡以教师开发出更好的适合本地学生特点的教学情境为主。教师创设的情境其实

是间接经验的良好呈现，有时也要创设一些让学生获得直接经验的学习情境，注重

学生学习的参与方式，让其有积极主动的思考，可以自主探究也可以小组合作，这

期间教师应给予适当的示范、引导，让学生真正意识到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从而自

觉、主动的去学习，获得学会数学知识的成功体验，并与他人去分享知识。

3.2.1 照本宣科，过度依赖课本图片

综合与实践活动是数学课程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数学知识实践性的表现，以分

析和解决数学问题为基本线索，是以学生自主参与和合作探究为主的教学活动。第

一学段的综合与实践活动教学内容不多，教师应当充分把握这一课程内容，使学生

深刻体会到数学知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数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综合应用数

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

对这部分教学内容的呈现照本宣科，数学课本上呈现的图片被教师原封不动的用作

图片情境。《间隔排列》的课堂观察记录如下：

在上课之前，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放映一幅兔子庄园的图片，该图与数学课本

上的图片完全一致。

师：仔细观察兔子庄园，大家能否在图中在找出整齐排列的物体？

A生：兔子和蘑菇。

B生：红旗和黄旗。

C生：木桩和篱笆。

师：他们的排列方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生：两个物体交替出现。

师：它们的排列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两个同样的物体之间排列着另

外一个物体，这就是间隔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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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排列物体的呈现教师完全采用数学课本的图片，没有加以任何的改造，其

实教师可以不用课本图片情境，由于是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实践情

境给学生足够的想象空间，让学生自己创作出一组有间隔排列特点的事物。这样做

既可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基于已有的生活经验，发挥个人对于物体间隔排列

的想象力进行创作，教师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可以照顾到学

生的个体差异方便因材施教。也可以利用游戏情境，把学生进行分组，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创作，表现好的小组获得小红花奖励。教学活动经过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

充分调动学生应用不同的知识和方法、转换经验与思维方式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且

丰富了情境创设的类型。当然教学方案这样设计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有较高要求，作

为一名教师就应该不断调整教学计划，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改变，从而使自己

的教学技能获得提高。

《间隔与排列》教学情境过度依赖课本图片，教师在进行教学情境创设的时候，

不应该照本宣科，根据所要讲解的课程内容灵活采用不同类型的情境进行教学，可

以创设操作情境让学生动手实际操作，可以创设动画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也可以通过故事情境向学生讲述数学知识，还可以通过游戏情境来调动学生学

习数学的积极性。总之，使用不同类型的教学情境，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目的都

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习知识。

3.2.2 类型单一，不注重综合使用

笔者通过对小学第一学段数学教学的课堂观察，归纳出每节数学课的教学主题，

选取了数学课程标准规定的 4个课型中涉及到情境创设内容的 12 节课，运用内容分

析方法对情境创设的类型进行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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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情境创设类型分析

境创设的类型 课例情境设计 数量

实物情境 初识图形、认识线段、认识 11-20 各数 3

游戏情境 得数是 8的加法和减法、认识 11-20 各数 2

故事情境 7的乘法口诀、认识多边形、平移和旋转 3

探究情境 探究平行四边形 1

图片情境 得数是 8的加法和减法、7的乘法口诀、认识

多边形、平移和旋转、认识周长、探究平行四边形、

间隔排列

7

动画情境 认识 11-20 各数、认识周长 2

实践操作情境 千克和克 1

从表 3.3 中可以看出，小学第一学段 12 节数学课堂教学中，将近一半以上的数

学课都在使用图片情境，且大部分都是照搬数学课本中的图片创设情境，类型使用

单一。

将课堂观察 12 节课创设的教学情境类型出现的总次数直观展示制成统计图如

下：

图 3.1 情境创设的类型分析

从以上条形统计图中可以看出，使用最多的是图片情境，其次是实物情境和故

事情境，使用极少的是探究情境和实践操作情境。这些情境类型的使用在每节课上

相对单一，教师不注重综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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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情境能够形象直观的展示教学内容，但是图片情境的选取一定要贴合学生

的实际生活经验、符合学生的生活认知，否则就会是枯燥无味的呈现知识，并不能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些学生可能在预习本节知识的时候已经见过课本的图片，

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对他们而言相当于再次出现，并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

数学求知欲。因此，教师缺乏对情境素材的深入挖掘，过多采用课本出现的图片，

对于课本图片出现的任务很少删除、增加或重新组织情境素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不能综合使用各种情境类型，没有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3.3 情境创设实施方面

3.3.1 集中在导入环节，有始无终

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为了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数学学习，在此过程中应当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积极参加课堂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这期间，教师应

当成为学习活动的引导者，根据教学内容的数学实质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一个

好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应当提出恰当的问题，引发学生数

学思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独立自主或者与同伴交流合作进行数学探索

活动，通过恰当的归纳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知识、掌握技能，积累经验，并适时调

控学习氛围，营造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在数学课堂上，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教师首先创设一个所谓的教学情境，

当情境引出本节课所要讨论的知识点的时候，情境就戛然而止了，教师直接去解决

问题了。《7的乘法口诀》课堂观察记录如下：

师：“身体呈球形，背上七颗星，蚜虫怕见它，捕虫最著名。” 谜底是一种动物。

生：大家互相讨论。有的学生说是七星瓢虫，有的没有说话。

师：谜底是七星瓢虫，它是我们人类农作物的好帮手，可以杀死害虫。那么大

家来看看，一只瓢虫背部有几颗星？

生：七颗星。

师：那你知道两只瓢虫背部有几颗星？还有三只瓢虫的背部有几颗星？以此类

推，四只瓢虫呢？接下来老师请各位同学来完成下面的表格。（教大家认识表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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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七星瓢虫背部星结构

虫的只数 一只 二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

星的个数 7 14 21 28 35 42 49 ……

生：完成表格填写，同桌互相交流信息。

师：多媒体展示学生作品，谁能告诉大家你是用的什么方法填写表格？

生：数出来的。

师：有没有其他简便的方法？

生：7的乘法口诀。

接下来的课堂活动一直在探究“7的乘法口诀”的由来，并没有再结合七星瓢虫

的特征来继续叙述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多一只虫就多一个 7。而且这个表格还可

以继续下去，8只虫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况呢？教师也没有再进行解释，只因 7的乘法

口诀就是 7 个式子，并没有借助创设的情境继续探究，或者教师应该提出还有很多

只七星瓢虫，但今天就只讨论这 7 只虫的情况，以免造成学生数学思维的局限性。

创设的情境应体现在整节课的教学过程中，而不是只在开头，当引出知识点之后情

境就消失了。教学情境与教学内容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教师借助创设的情境，更好

的呈现数学知识的奥秘，引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最后得出数学结论。教师对教学情

境也应该做一些介绍，在寻找情境素材的时候应密切结合本节课的知识点，而不是

二者相互脱节。

3.3.2 创设情境数量多，缺乏连贯性

教学设计应多注重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创设教学情境也是为了

服务于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构建数学知识。但是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为了达

到更好的效果，在课堂各个环节都呈现了不同的教学情境，一节课下来学生不免将

注意力集中到情境上面，而忽视对数学知识的探究。并且这些情境之间不具有连贯

性。下面是《认识多边形》的教学片断，课前的学具准备有信封，课堂学习活动单。

[教学情境 1]故事情境

师：大家都喜欢旅游吗？

生：喜欢

师：老师也特别喜欢旅游，我特别喜欢参观我国古代的建筑，因为它非常的壮

观，并且还精雕细刻，尤其是它的窗户，工匠师傅们用各种长短不同的木条组成了

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图形，就拼成了我们的窗户，特别漂亮吧（多媒体课件出示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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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格照片）。今天老师把其中的一个窗格带到了我们的课堂上，大家仔细观察，这些

窗格中有没有以前认识的图形呢？

生：有，并且很多。

师：谁来给大家指一指？

学：三角形、四边形，并且很多地方都有。

师：我们窗格当中还有很多漂亮的图形，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像老师刚才那样

用尺子沿着它的边直直的描出四个你喜欢的任意图形？拿绿色的彩笔。

[教学情境 2]活动情境

师：请同学们拿出信封，里面装着老师剪下来的图形，请你们把它分一分，分

好后和你的同桌说一说你是怎么分的？

生：大家拿出标有 1-7 号的 7个形状各异的图形，马上动手分类。

师：让一名学生上黑板展示（提前准备好的有吸铁石的大型纸片）。

A生：按图形上的单双号进行分类。

B生：按照图形的形状分，分别是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

教师带领大家认识了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

师：多边形的图片实在是太多了，看来不管图形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由几条边

围成的图形就叫做几边形。

[教学情境 3]操作情境

师：既然刚刚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图形的小秘密，那你们能用这个小秘密来寻

找我们需要的图形朋友吗？

生：能。

师：现在请看课堂活动单上的活动三，在下面的图形中选一选，是四边形的图

形就划对勾。

生：迅速拿出课堂活动单，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师：在多媒体课件上展示学生的作品，讲解形状各异图形的分类（活动单上有

学生平常生活中难以遇到的类似图片，造成学生认知冲突，在教学中生成新的知识），

并且向学生进一步总结了按照图形的边数去分图形。

这三个情境是《认识多边形》这一节课教学时所使用的情境，其实，这三个情

境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整体的情境，一步一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生对

于数学知识的渴求性。通过情境 1 学生自己动手画的情境，教师把它剪下来装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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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里，信封里装有一包图片材料和一张课堂活动单页，情境 2 用材料，情境 3 用

活动单页。这样使得创设的教学情境具有了连贯性，逐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

使学生深刻理解图形的多样性。要把课程内容放到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境中，才有可

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把学习的知识点当成相互孤立的东西。选一选活动，

让学生体会到即使是同样边数的图形也可以有不同的形状，造成学生的认知冲突，

生成新的知识。情境的创设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能够启发学生的有效思考，注

重知识的连贯性和生长点，并且在情境中使知识得到不断的巩固和深化。

3.4 情境创设评价方面

教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剖析学生学习数学的经过和结果，情境创设的评价

也是如此，但它呈现的更多方面是为了改进教师的教学过程。评价不仅关注的是教

学结果本身，更应关注学生在教学情境过程中的进展和蜕变。采用评价主体多样化，

教师自身对于情境创设的反思以及学生对于教学情境的课堂反馈，能够呈现合理的

评价结果，从而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由于第一学段的学生年龄比较小，认知发展

水平有限，因此本研究中学生的评价是基于课堂观察学生的反应来考察。通过评价

得到的信息，能够反映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及时改进情境创设的策略，

进行总结与反思。

3.4.1 学生不懂教师创设情境的意图

教学情境的创设应该考虑学生的现有认知水平，教学情境是学生在课堂上获得

间接经验的基本途径，情境的素材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进行选取，任何有

违学生发展规律的情境其实都是无效的，对学生学习知识是无益的。数学相对于其

他学科，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学生想要内化这些知识，必须有一定的数学积累。通

过教师上课的教学引导，达到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即学生在成人指导下或与他人

合作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潜在水平，情境即是其中的桥梁。以下是《认识线段》课

堂观察片断。

在《认识线段》这节课上，教师在课前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空白的 A4 纸，是为

课中讲授“线段是有长短之分”这一知识点而准备的。教师想通过学生亲手折叠手

中的 A4 纸，用折痕来说明线段是有长短之分的。但是，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对折”

这一知识点学生当时还没有学过，大家不知道教师的意思是要干什么？于是教师示

范折一个小三角的折痕，来说明线段是短的，折一个大三角的折痕来说明线段是长

的，接着直接让学生自由发挥，学生这才明白是要折纸。但是教师忽视了对折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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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条直线把一个平面图形分成两个全等的图形，这两个图形完全重合）。

这一教学情境显然是教师的失误，那个“对折”如果变成“折一折”也许学生

就会豁然开朗，明白情境创设的内容了。“对折”的情境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已有的

认知经验，因此在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才会如此，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还有一次

课是一年级的概率与统计课，这节课让学生体会“分类”的数学思想，以下是《分

一分》课堂观察片断。

教师讲课的时候带来很多日常生活用到的物品，有书、玩具。教师提出要求：

对这些物体进行分类，学生很显然不懂教师具体是让干什么，他们的表情就充分反

映出这一点。

教师应该向学生具体讲明白，根据玩具的用途对物品进行分类，这样学生估计

就会明白很多。分一分是数学分类思想的基础，为后续统计与概率知识的学习奠定

基础。学生是意识不到这些内容的，他们大部分只会对自己熟悉的物体感兴趣。针

对于第一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不成熟，认知和思维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遇到

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有些学生在课堂上甚至不清楚要干什么。

这就需要教师创设教学情境的时候给学生以耐心地讲解，能够让学生基于自身已有

的经验去体会教学情境的内容。

3.4.2 教师不注重情境创设课后评价

教学评价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教师进行课后评价，课后评价使得教师重新审视

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促进教师进行教学改进，推进其进行深入学习。教学

评价应当以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为准绳，全面评价学生和教师在课程目标方面的表

现。评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对自己教学后的自我评价，只有

意识到了评价的重要性，才能真正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提高。

当被问及相关教师是否会评价自己的课程情境创设情况时，大多数教师的回答是

否定的。

Z 教师：课堂教学情境一般都能达到期望值，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

节课突遇相关教学检查，耽误了教学时间等。所以课后评价是几乎没有的，下课了

马上又有新的工作等待着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只能通过课堂上学生的反

应去判断这个教学情境的好坏，然后再在另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做一些改变。

L教师对于情境只会考虑到教学效果的好坏，比如说课堂案例选取合不合适，只

有某个情境被学生思维带偏时，才会考虑这个情境的创设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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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常课教学后存在课后评价问题，在教研课的研讨过程中，也很少有研讨涉

及到评价情境创设的情况。但是，教学情境创设几乎每节课都会用到，研讨过程中

更多的是关于教师教学公开课的优缺点、本节知识点的教学重构、学生对于本节课

知识的掌握情况等等。由此可见，教师无论是平常课的教学还是研讨课的教学都不

注重在课后评价教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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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问题深度分析

创设教学情境是课堂教学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学情境既可以贯穿一

节课的始终，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小节，往往不是直接揭示课程内容，需要学生在

课堂情境中基于自己的经验与思考从中提炼出数学信息，并且在此过程中，学生许

多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可以被激发出来，促使学生进一步去探究数学活动。创设教学

情境的教育价值值得广大一线教师去深入挖掘，在实际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学情

境创设存在很多问题，基于笔者在实习学校的课堂观察和访谈记录，从学校、教师、

学生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帮助到一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情境创设现

状。

4.1 学校方面

学校应是贯彻落实我国教育方针的实践基地，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并得到全面发展的教育场所。但是在学校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针对自身实际

情况来实践教育教学发展的路径。

4.1.1 缺乏情境创设理论的系统培训

H 小学的办学理念和追求是“情智教育”，“情智教育”教学理念深入人心，特

别是情智课堂的一系列环节设置“创境启情智、体验引情智、运用激情智、拓展升

情智”，可以看出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必要性，但对于教学情境创设的基本要求、具

体实施方案，学校并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教师也没有真正地内化于心，

学校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衔接不紧密，存在脱节现象。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在访谈

各位教师的过程中，曾经询问过教师是否接受过专业的教学情境创设培训，教师对

此回答都是一致的“没有”。当被询问到是否接受过类似的培训？在什么时间参加

过？的时候，教师也都给出了不约而同的答复“一般都是集中在学期伊始，有将近

三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解读《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

《H小学考勤制度》、三四年级教材教法培训、一年级新入职教师培训这类的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在教师专业能力培养方面确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形成

“情智课堂”系统化实施方案的具体细则、“情智课堂”教法也没有做到细致化，针

对教师教学情境创设技能的培训显然没有做到位。

4.1.2 教学教研忽视教学情境创设的研讨

H小学重视开展学科教学教研活动，不仅仅是数学学科，还有语文、英语学科都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问题研究

28

在开展教研，时间差不多是两周一次，并且各个年级都在进行。笔者仅就数学学科

第一学段的教研活动开展情况做一详细论述，每次出席教研活动的人员有教研员、

所在年级的所有学科教师、教研组长，有时校长也会参加。教研活动的开展一般以

某位教师讲授一节公开课开始，课后针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教研，教研的内容多

为点评该教师教学过程的优缺点，课程内容的教学方式是否合理等。针对教学情境

的创设问题一般不会单独进行研讨，只在公开课涉及到的时候才会谈起，研讨也只

是浅浅带过，介绍一点教学情境创设技巧，不会去做深入探讨，教师也仅仅将其作

为课程计划的一部分，并没有真正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在教研接近尾声的时候

教研员会对本次课程的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便于下个教师能够明白这次课程内容讲

授的重难点。一个教学内容大概分派给两位教师来讲授，直到该课程内容被教师呈

现出满意的教学效果为止。教师按顺序依次进行公开课的讲解，这也是对第一学段

新教师的教学历练。

学校缺乏针对“情智课堂”的教学研讨活动，“创境启情智、体验引情智、运用

激情智、拓展升情智”没有落实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究竟应该创设什么样的教

学情境，教学情境有哪些类型，教学情境如何与知识点衔接，教学情境的创设如何

激发学生的兴趣等都没有详细的实施方案，只是在学校简介中有提到，具体的细则

要求却未明确给出。

4.2 教师方面

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应在课堂中体现知识的生活原型，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利于

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并且发展数学思维。但是数学教育价值的

落实在实践中并不是很顺利，还有赖于教师教学实践的不断改进与反思。

4.2.1 缺乏情境创设的意识

H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教师一共有 7 位，在这些教师的学科背景中，最低也是本

科学历，但都是教学经验不足并且有几位都不具有小学阶段的教学经验，有高中阶

段、有培训机构初中高年级阶段等。她们对于小学数学教学内容还不是很明确，教

师整体的教育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经过对教师的访谈和平常生活的观察，教师不重

视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当被问及相关教育专业术语的时候，有的教师表示不太熟

悉，甚至对创设教学情境不知所云，其认知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知道课堂教学要

用到情境，教师大多只会用课本上的图片情境，当询问到教师是如何创设教学情境

的时候，“用课本上的就好了”、“教师教学用书是最具权威性的”，照本宣科思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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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严重。从中可以看出该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教师没有意识到情境创设的重要性，缺

乏教学情境创设的意识。只有在公开课的时候，教师才会去认真备课，着手准备教

学情境应该如何导入，很少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要。有些教师始终都没有认识到

教学情境是一种教学方式，而其他人虽有相关认识但是不全面的，没有把握创设教

学情境的本质，理解还是存在误差。因此，对于教学情境的运用缺乏关注，不能充

分发挥情境教学的功能。

在平常课以及公开课上，教师所使用的教学情境也只是集中在导入环节，对于

一些数学概念或者公式的讲解使用会多一些。教师自身没有深刻认识到学习教育教

学理论的重要性，她们更注重的是教学技能的提高，对于课前教学情境创设未给予

充分的重视，只是注重同事之间互相学习彼此的教学经验，其实彼此同事之间的教

学技能水平是相当的，该注重的教学意识反而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4.2.2 没有做好教学情境预设

教学情境创设的方案就是教师对教学过程的预设，此方案的形成依赖于教师对教

材的理解与把握，钻研教材应该以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为依据，把握好教材的编写

意图和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针对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情境创设素材

和教学流程，准确的体现教学的基本理念和要求。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课堂情境会随着师生的课堂对话与讨论逐步发生变化，教师

必须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适时选择与把握讨论的方向。在此过程中，教师既是参

与者又是课堂指挥者，如果教师没有提前做好教学情境的预设，教学思路也许会被

个别学生的思维带到别处，指挥错了教学的方向，那么该课的教学情境也就没有起

到应有的作用。在《初识图形》这一课的教学中，W 教师为了让一年级的学生能够

清楚的认知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准备了盒子、积木、橡皮等实物让他们总结图

形的特征，接着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找出这些物体的生活原型。下面是这节课的

某一节教学片断：

师：有谁来给大家找一找生活中哪些物体是长方体？

A生：我找到了两处，灯管上面的长条是长方体。

师：哪里？你再具体说一说。

生：灯管上面一共有三块，两块是旁边护灯的，还有灯管上面的那块，是一个长

方体，它的上面两边的那个白色的边条也是长方体。

师：大家来看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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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教师为了给大家说明 A 生口中的长方体，开始向学生介绍灯管的

构造，又回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区别，讲解过程中已经有其他小朋友在玩手中的

学具了。

这一教学过程很明显教学方向被学生的思路带偏。首先，教师没有做好教学情境

预设，也没有预设学生的答案，回答的事物会不会转移其他学生上课注意力等；其

次，让学生从“生活中找出类似于长方体物体”的范围太大，教师完全可以将问题

设计为“从桌子上的物体、黑板上的物体中找出类似于长方体的物体”；最后，A 生

回答的物体导致教师耽误了教学进度，教师在进行个别教学的时候延误了整个班级

的教学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的教学预设最好是能考虑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注意选择

情境的呈现顺序，这样有助于把握教学过程的方向，不至于被学生的回答带偏。在

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辅助学生经历问题情境，但不提供问题答案的具体信息，适

时调整教学方式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给予学生充分的探索空间，发展学生的问题解

决能力。从这方面看，正所谓“教学相长”，教师也在学习着如何教学，如何根据本

班学生的认知情况，选择贴近学生的教学素材和教学用具，准确把握这节课的课程

内容，做好教学情境的预设。预设是为了更好的实施，在教学活动进行的过程中，

师生双方的思想碰撞也会生成新的教学资源，教师要及时把握，调整教学情境预设，

鼓励学生进一步探索、进一步思考，捕捉生成的新情境，使教学活动达到最好的效

果。

4.2.3 疲于应付且创设能力不足

教师教学的必备能力之一就是创设学科教学情境，H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教师对

于平常课的教学情境创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该小学属于二线城市的公立小学，学

校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教学设备亦是配备齐全。学校多媒体里自带 PPT 课件，课件

是根据学生所用的数学教材设计的，几乎和数学课本同步。教师平时在没有备课或

备课不充分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 PPT 课件讲课。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平常课教

师几乎都会用这个 PPT 课件进行授课。在访谈过程中，曾经专门问到过原因：

笔者：您平常授课为什么一直在使用多媒体中的数学课件呢？

Z教师：有已经准备好的课件为什么不用呢！况且每天除了上课、批改学生的作

业，还要准备公开课的教学内容，忙的不可开交，根本没什么时间去备平常课。

C教师：为了这次的公开课我都已经一周没带我家小宝了，他今天发烧去医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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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都是他爸爸带他去的，他还一直和我抱怨。

从访谈中可以得知教师的教学活动是纷繁的，每天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还要准

备即将到来的公开课。H小学大部分都是女教师，年龄都在三十出头，工作和生活双

重压力使得她们无暇顾及平常的授课。换句话说，平常的课才应该是最重要的，她

们的工作重心显然已经偏离了轨道，课件资源库的存在确实方便了课程教学，但是

这个课件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备课流程，有些内容在学生预习时已经都知道了，在这

种情况下又谈何激发学习兴趣之说，对于学生的学习是及其不负责任的表现。针对

于公开课的准备，教师可以说是很上心了，她们的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了公开课

上，但对于公开课的教学情境创设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教师情境创设的素材很局限，

依赖课本图片情境，对于教师参考用书更是照本宣科。

4.2.4 缺乏情境创设课后反思

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不仅是为了获得教学经验，更应该为了自身的专业成长而进

行反省。如果教师只是满足于当下获得的教学经验，不对已有教学过程进行深入的

揣摩，那么他的专业发展将会停滞不前。通过访谈教师得知，H 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

教师都不太注重课后反思，平常上完课也就结束了对这节课教学内容的思考，可能

在准备公开课试讲时，才会更多的关注于自己的教学情境设计是否存在问题，学生

对此的表现是什么等等，然后再在下一个班讲课的时候注意到这些问题，总之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公开课讲好。在公开课上，听课人员多为学校的权威人士，因此

教师会特别重视公开课。在教研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很显然教学情境是经过教师的

精心设计并且情境所用到的教学用具也是挑选过的，但是教师并未仔细去想情境创

设的教学理论应该如何应用？如何寻找适合学生学习切入点的情境，教学理论与教

学实际应该如何衔接？等可能存在的问题，教学效果很少有最佳状态。

广大一线数学教师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运用情境进行教学，说明她们认识到了教

学情境对于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但是缺乏情境创设的课后反思，以至于在实际

的数学课堂上，教师努力通过教学情境去展现课程内容，却忽视了知识与知识之间

的衔接、忽视了学生真实的数学需要，导致课堂教学效果欠佳。

4.3 学生方面

学生的学习是掌握间接经验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象思维

发展到抽象思维的成长历程。针对第一学段的学生，个体差异性比较明显，其发展

水平、方式、表现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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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认知与思维发展的有限性

小学生的认知是指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知的发展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前的现象，它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阶

段论的划分情况，第一学段的学生处在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的过渡期，对于

现实世界的认知还不成熟，学生以形象思维发展为主，在数学运算中往往需要借助

具体的实物表现来解决问题，他们对事物的概括能力往往最在意直接、形象的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会促使形象思维慢慢向抽象思维过

渡。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第一学段学生认知与思维发展的特点

以及他们解决问题常用的方法，在深入分析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教学情境的创设需

要借助更加直观化的手段来表征数学知识，如果条件不允许，借由多媒体呈现，使

教学过程形成一个完整又合乎逻辑的整体，既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又要注意到

单元知识之间的连贯性。

需要注意的是，低年级的学生以形象记忆为主，他们对于具体形象材料的记忆

要明显好于语言材料的记忆效果，教学情境在创设类型上应该多呈现形象具体的物

体，比如创设实物情境、动画情境、图片情境、游戏情境、探究情境、操作情境等，

依据顺向思维方向进行教学，有序引导学生，并且情境的内容不要过长，学生的注

意力集中时间还达不到，同时注重教学情境的连续性，以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正迁

移。

4.3.2 学习动机的差异性

对于已经入学的儿童，学习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学生通过学习，智力逐步

提升心智逐渐成熟。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问题，这都会影响他们学

习的积极性，也就是学习动机。教师和家长只有帮助学生激发学习动机，摆脱各式

各样的问题，才能使他们达到最佳的学习和发展水平。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成功的

体验，内心获得满足的乐趣，从而巩固最初的求知欲，形成稳定的学习动机。学生

的学习动机影响着教师教学情境创设的积极性，如果教师每天面对着渴求知识的小

面孔，她们的教学积极性也会增强。相反，无论教师教学情境创设的多么形象生动，

班级学习氛围不强，同样也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能够促使其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反过来，学生学习动机的增强会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从而使教

师更加注重自己的教学过程，提前做好课前教学设计。

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需要教师和家长共同努力，学校通过评选“三好学生”、“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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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班干部”等反馈学生的学习行为，家长适时给予物质与精神双重奖励，让小学生

体验到荣誉感和自尊感，使学生经历学习数学获得成功的情感体验，因而激发他们

的学习热情，形成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营造学生互相学习、相互竞争的班级气氛，

提升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期望，从而促使学生提高对自己的学习憧憬，为班级荣誉而

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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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优化路径

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情境的创设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个生动

的情境能够引领学生徜徉在数学的知识海洋中，辨认和思考相关数学概念，在分析

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掌握数学系统知识，从而全面发展成长所需的综合能力。

然而实际教学中存在着许多“金玉其表”或“没有数学滋味”的教学情境，除了浪

费可贵的课堂教学时间，没有其它任何效用。创设数学教学情境需要教师具有创造

性思维，同时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在综合把握各要素的基础上创设出学生学习需要

的数学情境。本文结合实习期间课堂观察以及平时与教师相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所感，分析创设教学情境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针对小学第一学段数学教

学情境创设的优化路径如下。

5.1 学校方面

5.1.1“以校为本”开展教师专业能力培训活动

教学理论是系统的、抽象的，总是无法全面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教学实践问题，

理论与实践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以校为本”就是把相关的教学理论与具体的学校实

践相结合去发现适合学校发展方向的具体教学路径，其实就是“创新”，针对具体的

学校存在的特定问题而展开。H小学以情智教育为出发点，以校为本针对情智课堂中

的情境创设而开展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活动，研究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促使教师在培训中提升和总结教学经验，以实现学校情

智并重的教学理念。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首先教师自身必须深刻意识到

提高自身专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教师缺少在情智课堂操作层面上情境创设的能力

无疑是影响课程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我国教师培养的现状来看，还不能实

现教师进入学校工作之前就已经具备出众的教学能力，这就使得教师的职后培训显

得更为重要。学校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校本研修计划，把学校办学理念通过教师培

训将其具体化，分析校内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到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确立

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优化配置各种教学资源并合理安排各项措施和途径。认真对

教师实施情境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筛选最需要、最急迫的训练项目即教学情境

创设，开展理论研究并积极进行训练的试点工作。利用教师成功的教学案例开展优

秀成果展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或者开展专题研讨会，促使教师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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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专业素质、能力有待提高的部分，给予教师表彰鼓励从而激励教师更好的专业

成长。从中总结规律，寻找有效的训练模式，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教师情

境创设教学能力训练，以适应课程实施的需要以及学生学习的需求。

5.1.2 在教研活动中提高教师教学情境创设能力

伴随着 H 小学学科教研活动的开展热潮，学校应制定“情智课堂”教学情境创

设方面的细则要求，“创境启情智、体验引情智、运用激情智、拓展升情智”究竟该

如何贯彻落实，教学环节如何衔接，教师如何创设教学情境才符合要求、教师如何

调动学生通过个人尝试、小组合作、全班交流等方式运用所学知识、能力解决“情

境”中的实际问题、起到当堂达标检测的作用、学生能否适应创设的教学情境等等。

校长应把教师教学情境创设的专业能力作为学校的工作重点，纳入学校发展的长远

规划中。学校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教研活动计划，把特色办学理念在教师队伍

建设上具体化，依据当地有关的教育方针政策、向有关教育专家征求意见，确立教

师专业发展的目标，让教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立足实践，充分调动广大一线教师

教学情境创设的积极性，对于教学效果好的及时给予激励，将教师的个人发展目标

与学校的办学目标结合起来谋求学校发展的平衡。

学校应当采取有效的策略提高教师教学情境创设的能力，首先制定合理的教研

活动计划，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教师的整体需求，可以组织教师进行一些

必要的讨论或者座谈会，真正得知教师教学情境创设需要提高的地方，结合学校的

实际发展给予相关的支持计划；其次是利用学科教研活动展示教学情境创设的优秀

专题案例，依托学校课程教学资源，学习良好的情境创设方法，使教师能充分了解

自己的教学素质，改进自己情境创设能力有待提高的地方，并且学校应当制定奖励

机制，激励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最后及时给予教学评价，充分发挥教研活动教学

情境创设评价的反馈功能，发现教师身上发生的变化，情境创设是否符合学生的认

知经验，分析教学情境创设是否达到教学目标，以及还需要做出改进的地方。

5.1.3 构建教学情境创设数据资源库

针对目前教师过多使用图片情境的不合理现状，建议学校开发一套针对小学第

一学段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数据资源库，这样既能综合专家型教师的教学精华，也

可以满足教师没有充分时间备课的缺憾，结合小学生目前认知发展水平的生活经验，

创设与课程配套的数据资源库。

拟设情境创设数据资源库开发思路如下:第一，构建网络情境素材库，形成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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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型网络素材平台，素材的主体是第一学段数学教学情境素材。充分调动一线教师

教学情境创设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各种课型的情境素材，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动画情

境、贴合学校学生生活经验的图片情境、也可以是儿童自己录制的音频素材等。把

一些好的情境素材上传在学校公开的数据库中，在网络平台交流想法，方便操作。

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对情境素材进行最优选取，在短时间内达到教学设计效益最大化，

不再依赖课本图片情境。第二，建立精良情境课例库。教师把认为最好的数学情境

教学课例的电子资源上传到数据库，开展优秀课例展评活动，大家可以就某类课例

中的教学情境互相交流意见，专家型教师给予新入职教师详细解读，同时有针对性

的提出宝贵意见。这样既能够避免教师面对面提出批评与建议时候的尴尬心理，也

能够吸收专家型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成果。第三，建立情境反省沟通库。这里包含对

一到三年级学生实际情况的记录，以便于教师为本班学生量身设计教学情境，使每

个学生的数学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得到提高，从中体验到数学学习的乐趣。课后及

时反思本次课教学情境的成果，与其他教师互相交流意见，促进情境资源再开发的

同时得到自身专业发展的提高。总体而言，资源库的开发将服务教师为数学教学情

境创设提供新思路、新途径、新资源。

5.2 教师方面

5.2.1 提高情境创设意识并重视理论学习

数学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针对第一学段特别指出“数学教学应当创设生动具

体的情境，让学生在其中学习”。①那么，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当创设生动形

象的数学教学情境。首先要提高教师的情境创设意识，只有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课程资源、着眼于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创设好的教学情境。创设好

的教学情境需要教师对情境教学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且能熟练掌握，教师对情境

理论知识的理解将直接影响教师在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的好坏程度，仅仅知道理论

知识并不能直接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将数学知识转化为学生可以理解的知识，还应该

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身边的教学资源，根据特定的教学内容，学生的

思维与认知发展特点，主动开发相应的数学教学情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情境创

设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受教师对学科教学知识理解的影响，教学情境的好坏又反

过来影响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针对教师情境创设能力的不足，以下给出三条

①中华人们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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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建议：一是注重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经由阅读小学数学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和

上网查阅数学教学的相关资料，全面了解创设教学情境的实质以及策略，不断强化

教师创设教学情境的意识；二是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示范，通过网络下载或者学校

组织优秀教师教学展示，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观摩，尽可能多地创设条件，让教师

能面对面或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参加专家学者的讲座，掌握创设教学情境的概念

和目标；三是组织教师参加研讨活动，教师的教学方法各有侧重并且不尽相同，但

她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已有活动经验学好数学知识。组织教师针对

某一相同的课程内容研讨自己的教学设计，相互提出修改意见，促使教师尽心尽力

的完成每一次数学课的教授，无论是平常课，还是研讨公开课都要严谨负责，根据

学生的实际需求创设好的情境或者依据教材内容选择是否创设教学情境。由于第一

学段学生处于低龄阶段，学校应当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接触、探索真实世界的机会，

学生在接触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激发学习数学的好奇心，能够主动的在头脑中对感

兴趣的事物进行思考，从而给学生探索空间，满足学生的浓厚兴趣，鼓励学生用一

双发现数学的眼睛探索周围身边的事物。

5.2.2 进行教学情境预设及时把握生成情境

教学预设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前对其活动过程进行的假设，最终是为了服务于

教学实践，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重视教学情境的预设，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预设

教学情境不仅仅是为了教师的教学，更是为了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本节课的数学知

识。良好的预设不仅是预设了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而且也在为教学情境的生成

预留空间。如果没有数学教学情境的预设，也就不会缔造师生的课堂教学生成。

课堂中创设的教学情境不是单纯的情境，是蕴涵着数学问题的情境。情境创设

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分析和解决数学疑难。预设数学情境是为了

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习解决数学问题的办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养成数学学习的

良好习惯。教学过程依赖于一定的课堂情境，进行课堂情境预设其实也是在预设教

学本身，学习情境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教师的作用就表现为富有智慧的进

行教学情境的创设、改组，在此过程中体现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教学生成的发生往往会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也许是学

生奇异思维的捕捉，亦或是教师教学的突发奇想，当教师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新

教学情境生成的时候，教师及时捕捉生成情境时学生的反应，从而留下可用的教学

情境进行教学计划的调整，进而改进教学，促进学生发展。这一教学过程的进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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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课堂情境不被中断，有效引导学生的数学思维，激发学生的数学创造性。

5.2.3 拓宽情境素材来源提升情境创设能力

情境素材是进行情境创设的前提条件，在学校课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拓宽情

境创设的素材来源尤为迫切。教师要善于开发教学教材的合理内容，有取舍的使用

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课程资源，开发有利于激发本班学生数学学习的情境素材。可以

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创设或模拟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堂情境，为学生探索数学提供

重要工具。也可以通过网络查找所需要的情境素材，下载名师情境教学典型范例和

课件，结合自己学校的情况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本班的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当对课本知识融会贯通，跳出教材图片，灵活把握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充

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根据教学需要邀请有关专家到学校向学生介绍相关课程知识，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外出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寻找合适的情境素材。

教师缺少课程实施层面的专业能力是影响教学情境创设的重要原因，加强教师

教学情境创设的综合能力是当务之急。首先达成既定目标，明确方向。教师专业能

力是教师综合能力的核心部分，创设教学情境的能力是教师课堂教学实施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教师专业发展规划之中。教师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

业发展的方向在自己制订的提高专业能力的个人计划中统筹考虑提高教学情境创设

能力的部分，明确一个时期内提高的程度，明确努力的方向；其次是教师互帮互助。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大多数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课堂里发生的问题，应

该加强教师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师专业分工，必须改变教师中存在的彼此孤立和封

闭的现象，教学须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交流，相互学习，彼此

受益；最后是在做中学。教师教学情境创设的能力不是仅学习理论就可以提高的。

教师情境创设能力的提高必须在课堂教学实践磨砺中不断娴熟、不断提高，坚持在

实践中自学苦练，在做中学，在做中提高。

5.2.4 坚持情境创设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

自新课改以来，一直倡导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收效甚微。观

念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它需要借助于反思这一具体内容来获得知识而逐渐发

生转变。教学反思有利于教师教学观念的改变，更快地获得专业成长，又能促进教

师情境创设水平的提高。对于实践中教学情境创设存在的种种问题，H小学的数学教

师应坚持教学情境创设的课后反思，反思自己教学情境创设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是否结合了最新的教学理念、是否在教学情境中情绪稳定热爱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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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情境创设是否贴合教学内容等等。

对于教学，教师自己懂学科知识还不够，还需要将个人化的内隐知识转化为外

在的、清晰的学生可以理解的知识。
①
由于第一学段的学生年龄较小，缺乏生活经验，

当教学行为发生的时候，教师应该考虑应如何将自己的所得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转

化为学生能够接受的、或是通过教师指导后学生能够理解的数学知识，针对课堂教

学行为进行教学反思，在实践中摸索出有效的教学情境创设策略，有意识地加以运

用并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H小学第一学段的数学教师大部分都是教学新手，教师反思能力的养成有助于其

专业能力的成长。应当形成完整的情境创设理论体系，以便在教学实践中及时分析

教学情境，准确把握课堂情境走向，顺利讲解本节课的课程内容。同时吸收优秀教

师情境创设的案例精华，分析情境创设的目标、类型、实施和评价过程，选择不同

的课型总结教学情境创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把自己的所思所想

运用到课堂情境教学中，还应该多与其他教师沟通交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调整和

改进，不仅反思教学情境创设的应用技能，还应该注意教学实践背后的深层教学理

念。教学反思与评价是必要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教学活动的分析上，还应该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观察学生课堂以及课后的表现，为教学策略的调整提供依据。

进行自我评价与课后反思，继续对教学情境创设的目标进行追问，如果学生没有达

成课程目标，教师应该去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及时更正教学设计。

5.3 学生方面

5.3.1 积累生活情境经验

对于第一学段的小学生来说，它们关于人类社会的感知力是很模糊的，由于缺

乏生活经验，使得他们不仅需要获得文化知识方面的成长，同时还需要培养日常生

活所需的各种能力。笔者认为“日常生活”与“情境”密不可分，情境不仅来源于

生活，而且还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小学生需要积累生活情境经验，这样才能使

他们更好的融入到教师创设的真实生活情境的教学当中去，对教师的教学情境具有

“感同身受”的能力。其实，大部分的生活情境每天都在重复的发生着，小学生要

不然是没有经历过又或者是没有留心过，所以说细心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情境经

①Ball, D.L, Lubienski, S., and Mewborn, D, Research on teaching mathematics: The unsolved problem of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V. Richardso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New York: Macmillan,2001.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问题研究

40

验相当重要。学科知识的学习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学生能够形成生活的综合能力。

教师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必然需要小学生留心观察日常生活，在积累生活情

境的同时从中发现数学的影子，培养“感同身受”的能力。如果教师创设的教学情

境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完全陌生、没有接触过的，那么小学生不会明白教师教学情境

的创设意图，又或者说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学生曾听说过，但是印象非常模糊，同

样也不利于学生融入课堂教学情境中去学习。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并发现生活中的数

学，需要小学生积累生活情境的经验，正因为他们观察过、感受过、经历过，才能

对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引发“共鸣”，积极的参与到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活动中，完

成本节课知识的学习。

5.3.2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第一学段的小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在学习的过程中，良好学习习惯的

养成是必要的。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是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前提，在拥有了良好学

习习惯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良好的学习动机，才能进一步学好各

科知识。当然，数学学习的良好习惯养成也是至关重要的。

良好的学习习惯包括很多，首先是认真的学习态度，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

不一样，有的学生快，有的学生慢，但终归是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这样才会使学

生在思想上更容易进入教学情境，思维跟着教师的引导去活动；其次需要学生用心

去观察周围的生活，不仅是每天的校园生活，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是必须的，这

需要配合家长和教师对于学生观察过程中产生的疑问给予耐心的讲解与引导。只有

用心观察了生活，才能在课堂上更加快速的进入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中，并且能够

联系生活实际去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最后是要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上课不做与学

习无关的事情，遵守课堂纪律，思维紧跟着教师，反复经历解决教师提出的数学情

境问题的过程，从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培养小学生发现数学问题、提出数学问题

的能力，最终拥有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才能使小学生更好的进行学科知识的学习，懂得积极参与

情境教学活动，善于去发现生活情境中的数学，在特定的情境下培养小学生的数学

素养，进而使其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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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是教师教学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学校、教师、研究者应该

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论文在研究小学数学第一学段课堂情境创设的基础上，存在一些不足，在这里

加以说明。一是对于第一学段数学课堂情境的说明。第一学段的数学课堂情境与第

二学段的教学情境是有区别的，由于每个学段面临的学生认知和思维发展的差异性，

教学情境的创设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第一学段的课堂情境相对具体形象，符合低龄

儿童的生活认知；而第二学段的课堂情境主要集中在问题情境，对数学思维的要求

比较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二是由于实习时间的有限性以及笔者研究

水平的不足，对于小学第一学段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问题研究还有待更加深入

的研究。总之，通过对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问题研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激起

读者对情境创设的知识共鸣，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教学情境创设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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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访谈提纲

1、您平常上课使用的教学方法有哪些？关于情境教学您使用的多吗？您认为哪种教

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2、您认为情境教学中对于教学情境的创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创设数学课堂教学情境时，您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4、在备课期间，您是如何进行教学情境创设的？

5、您认为什么样的教学情境是有效的？

6、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您认为创设的情境达到预期的期望值了吗？您会进行课后

评价吗？

7、您认为创设教学情境是否会走入误区？

8、您认为教学情境在教学中有哪些作用？

9、您有没有接受过有关教学情境创设的培训？

10、您对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还有什么想说的？您对今天的访谈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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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论文发表：

[1]白阏 .小学生德育教育的实践创新——寓于情感教育中 .吕梁教育学院学

报.201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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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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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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