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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出，课堂教学的质量问题逐渐得

到重视，但目前我国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依然存在着学生主动性不高、课堂开放性不

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需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引入新的学习理念。近

年来，“深度学习”的概念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愈来愈广泛地将其运用到

了当前的课堂教学改革中。本文正是基于“深度学习”的理念，对运用深度学习的

课堂教学的现状进行审视，剖析了在深度学习视角下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

计的过程、实施步骤以及提出了实现深度学习进一步的深化对策。

具体而言，本文由四部分构成，首先，分析了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意义，对已

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阐述了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并

对概念进行界定；其次，结合笔者在小学的实习经历，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

学策略、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分析当前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现状，并对造成

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再次，探究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在对深度学习

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小学数学教学中深度学习课堂普适性的教学设计思

路，并依据此设计了《小数除法——除数是整数的小学除法》教学案例；最后，根

据实际的课堂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进的对策，进一步完善小学

数学深度学习课堂的构建。

关键词：深度学习；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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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students' literacy for core,
attention to quality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still exist in
students' initiative is not high, such problems as the class open, the ke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till need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aching idea.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domestic scholars, an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urrent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more and more
widel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It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using deep learning, analyzes the
process,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proposes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deep
learning.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First,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questioning and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and defines the
concepts;Secondly, combining the author's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is analyzed from following aspects: teaching objective,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strategy, and teaching evaluation.Then,design of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eep learning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design ideas of universal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Based on this, it
designs"Divisor is decimal division of integer"teaching cas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lassroom effect and existing problems, put forward
further deepening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in primary school .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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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1.1.1.1 核心素养的目标诉求

当下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教学已经广泛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

重要支撑。2016 年 9 月出版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了关于核心素养的总体框

架，它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①
，从三大方面确定了教育者的培养规格和发展目

标，文化基础是学习者理应具备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自主发展要求以学习者为中心，

自主能动地实现发展最大化，社会参与即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要有担当和责任意识，助

力社会的发展。核心素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课堂教学的实践支持，而深度学习作为一种

课堂变革的理念和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路，其终极目的和价值所在正指向核心素养目标的

培育，因此，深度学习是实现核心素养目标的路径选择，深度学习是落实核心素养的现

实需要。

1.1.1.2 当代课堂教学的现状

自 2001年起实施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虽然在教学目标、教学方式、

教学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善了传统教育不能因材施教，不注重学生个

性发展的弊端，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担任着主角进行知识的讲解，而

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的“伪自主”式学习依然存在；当前提倡的让学生经历体验

式的小组学习过程，也存在虚假合作的现象，学生并没有因为合作学习而变得积极

主动，思维变得全面深刻，而更多的是一种敷衍；有些教师严格按照教科书和教学

设计来上课，教学预设过度，导致教学缺少开放性，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探究精神

无法体现，更难以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去指导实践。归根结底，这样的“伪自主”、

“伪合作”、“伪探究”的课堂教学现状是由于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教学的本质，

而深度学习是注重教学本质的一种学习方式，因此，为应对当前的课堂教学现状，

深度学习的研究应运而生。

1.1.1.3 小学数学学科需要深度学习

数学是一门极具抽象的学科，它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让学生经历符号化

的过程，将结果运用数学的语言进行表述的一门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它注重的是

人的逻辑推理、抽象、概括化等思维品质，而小学数学是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基

①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http://www.sohu.com/20160914/n4684241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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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这个阶段中，对小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进行良好的启蒙至关重要，而“深度

学习”的根本就是对思维品质的培养，所以，深度学习应该走进小学数学的课堂。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扩展教育研究的深

度。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将从深度学习出发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到课堂教学的角度，

通过观察、分析对比教师在教学处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从而展开对深度学习教学设

计的研讨，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深度学习理论在小学数学领域的延伸；第二，探讨小

学数学深度学习有利于为教师提供更深层次和多样化的教学实践探索方向与研究模

式。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为教师提供了课堂变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使教师能独立

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每一次教学，有利于教师的专业素养的提升，同时提供给

教师关于教学探索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促使教师在教学中不断迸发出创造性的实践

智慧；第三，有利于为当代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指明方向。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立

足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提升，从教师对数学本质的理解、对儿童学习的理解、以及

对一般心理学知识的运用出发，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引发学生的全身心投入，是

一场的由内而外的革新运动，因此，构建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课堂，必有助于为当

代课堂教学改革指明方向，进而助推教育教学系统的改造创新。

从教学实践的角度来看，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提高小学数学知识的

教学效果。通过应用深度学习理论，在学生理解与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对于学生整体理解和把握学科知识，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为其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有助于充分发挥数学学科独特的育人优势，

培育学生科学的理性思维、严谨求实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三，促使一线教师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探索，实

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通过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实践探索，更好地发挥教师团队

的作用，适应深度学习的研究需要。

1.2 研究综述

1.2.1 关于深度学习的研究现状

对于深度学习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哥德堡大学的菲伦斯·马顿和罗杰·萨乔，他

们最先开始关注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采用何种学习方法，通过进行实验，设置对照

组，发现学习者对于阅读信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只需提取和表述文章内容的，

可以采用“表层学习”的方式，然而需要对文章进行深层次加工和深度处理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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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用“深度学习”的方式，这样，首次区分了“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概

念表述。

我国古代的很多思想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深度学习的内涵，例如《论语》中的

“由博返约，叩其两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还有在我国的

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倡的自主学习、发展性的导向评价、注重发挥学习者主体地位等

等，都能看到深度学习的影子，但是，相对于国外来说，我国对于深度学习的研究

起步较晚，专门的著作很少，大多是一些期刊论文、网络和媒体资源等。

关于深度学习在我国的研究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深度学习”为主题进

行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共检索到文献 29531 篇，其中涵盖了医疗

卫生、军事、信息通信、计算机等领域，又以“深度学习”为主题，选择社会科学

Ⅱ级文献，时间截止为 2019年 12月，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中文文献 4251 篇，

除去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等文献，关于教育学类的文献共有 4210 篇，其中我国

深度学习的研究始于 2005 年，但是，在 2013 年才趋于多样化，并且集中在近几年

的研究中。

在理论认识的研究方面，着重阐述了深度学习的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核心素养

与深度学习的关系。有的学者是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的角度来论述深度学习的内

涵，例如：最早研究深度学习的何玲、黎加厚两位学者在 2005年发表的《促进学生

深度学习》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深度学习的概念表述，认为“深度学习在信息技术加

工过程中对应着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后四环节：应用、分析、综合、评价”，

是学习者运用批判性思维学习新知识，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从而实现高级认知能

力的提升；
①
还有学者是从浅层学习的对立面角度提出深度学习的内涵的，例如：杨

清研究员认为深度学习“深”在复杂的思维过程、丰富的认知结果和充分的教学引

导；
②
叶晓芸等人论述了深度学习并不排斥浅层学习，它是浅层学习的深化和延续，

这两者构成一个单独的连续统一体的观点。
③
在理解深度学习内涵的基础上，郭华教

授据此提出了深度学习的五点主要特征：第一，联系与结构；第二，活动与体验；

第三，本质与变式；第四，迁移与应用；第五，价值与评价；
④
张浩等人在《深度学

习的目标与评价体系构建》一文中另辟蹊径，从深度学习的理论基础角度概括得到

① 何玲,黎加厚.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现代教学,2005,5,29-30.
② 杨清.课堂深度学习内涵、过程和策略.当代教育科学,2018,9,66-71.
③ 叶晓芸,秦鉴.论浅层学习与深度学习.软件导刊,2006,2,19-21.
④ 郭华.深度学习及其意义.课程·教材·教法,2016,11,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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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特征，为深度学习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①
邓慧玲在其硕士论文中认为深

度学习是基于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教师结合教学的实际内容和生活实际来创设真

实的学习情境，构建一系列具有深度的学习链，逐步深入，学生采取自主合作的方

式学习，构建逻辑的知识体系，并运用知识体系迁移来解决新的情境问题，最终使

思维结构、能力方法以及情感都得到深度提升的一种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②
杨清博

士在其《课堂深度学习内涵、过程和策略》一文中也认为深度学习是有利于提高学

习者认知能力和情感态度发展的一种学习方式；在核心素养与深度学习的关系方面，

崔友兴副教授在其《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深度学习》一文中阐述了二者的内在逻辑

关系，核心素养的提出规定了学习者的培养规格和发展目标，而深度学习聚焦学习

的过程与结果，统整学习者的明辨、审思、批判等思维，促进学习者本身的综合发

展，所以，深度学习是实现学生的核心素养目标的路径选择，深度学习是落实核心

素养的现实需要。
③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深度学习理论的认识是从知识之间的联系、

思维的方式以及人格发展的目标三方面展开研究的。

实践应用方面主要是各学科与深度学习理论的融合，将深度学习理论应用于各

年段各学科当中，以促进学科教学的发展。基于问卷调查或访谈等一系列方法，对

运用深度学习的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如何在学科教学中更好地开展深度学习，

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实证探讨，或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提出在学科教学中促进深度

学习的具体策略。例如，彭妮在其硕士论文《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一化学教学设计研

究与实践》中运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高一年级深度学习的现状以及阻碍深度学习因

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度学习的路线，将此路线与高一化学教学相融合，阐述了

不同种类的知识相对应的教学策略，并设置对照组进行了试验研究；
④
金永红研究员

在其论文中阐述了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

方面：精选课程教学资源、挖掘学习内生力以及注重学习迁移促进深度学习；
⑤
王美

娇和王岩探讨了在小学语文阅读中如何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⑥
姜鸿雁在论文中

以一节初三复习课《尺规作图》为例，由此获得了对促进数学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的认识：聚焦数学核心素养为重要目标，在联想迁移中应用创新为重要标志，找准

① 张浩,吴秀娟,王静.深度学习的目标与评价体系构建.中国电化教育,2014,7,51-55.
② 邓慧玲.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③ 崔友兴.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深度学习.课程·教材·教法,2019,2,66-71.
④ 彭妮.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一化学教学设计与实践.2019,6.
⑤ 金永红.道德与法治课程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教学策略.青海教育,2019,11,60.
⑥ 王美娇,王岩.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课程教育研究,2018,11,113-114.



第一章 绪论

5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是数学深度学习的重要保障。
①

对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通常是与实际教学相联系的，例

如李明容学者探讨了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从课前预习、课堂辅助教学、课后练习复习

以及解决实际问题四个方面促进小学生的深度学习。
②
黎晓敏和王林发在《教育信息

化 2.0时代深度学习模式的研究——以英语阅读教学为例》文章中提出了三种学习模

式，认为教师应该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学科教学当中，从而促进教育技术条件下

深度学习的发生。
③
也有的学者是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对应用深度学习的课堂实

际效果等相关现状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胡航在其博士论文《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

度学习的实证研究》中着重分析深度学习、小学数学教学现状、CTCL 教育研究范式

框架之间的关系，根据已有量表，将核心聚焦到小学生数学学习策略和认知结构，

探讨课堂深度学习的发生机理，开发出一套小学数学可视化诊断系统，对小学数学

深度学习进行表征，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工具，通过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

策略、认知结构、眼动、学习者注意力等相互之间的关系设置实验，分析得到运用

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操作路线与方法。
④

综上所述，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整理分析，国内的学者对深度学习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理论认识、实践应用与技术支持三个方面，笔者认为深度学习是指向核心素养

目标的实现，通过学生自主建构知识框架，合理运用知识迁移，培养学生的高阶思

维的一种学习方式，并且深度学习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支持，可以广泛应用于各学段

各学科当中。

1.2.2 关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深度学习”并“小学数学”为篇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

间截止到 2019年 12月，共查找到 102篇相关文献，其中硕士论文 4 篇，博士论文 1

篇，从时间上来看，2013 年—2017 年共发表 17 篇文献，2018 年发表 26 篇，2019

年发表 59篇文献，由此可看出小学数学领域的深度学习是在近两年逐渐重视起来的。

2013年 11月首次出现“深度学习”与“小学数学教学”的结合，出自庞舒勤和赵庆

林《让学生体验深度学习——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一文，从尊崇学生的天性、舒

展学生的灵性和让学生积极地自我逾越三方面列举教学片段说明要帮助学生构建一

① 姜鸿雁.促进数学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以《尺规作图》复习课为例.教育研究与评论,2019,2,30-34.
② 李明容.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小学生深度学习.甘肃教育,2019,11,67.
③ 黎晓敏 ,王林发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深度学习模式的研究——以英语阅读教学为例 .教育导

刊,2019,11,50-55.
④ 胡航.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实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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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生自己需要的学习经历；
①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对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策略方面。

东北师范大学的马云鹏教授在《深度学习的理解与实践模式——以小学数学学

科为例》中阐述了应该如何理解深度学习，其价值意义所在，建立了一种适合于小

学数学学科的深度学习的实践模式，并以“小数除法”的单元学习为例，探讨了深

度学习的研究过程应该如何开展的问题；
②
付丽和孙京红《理解数学核心素养，践行

深度学习》一文中提出要将数学核心素养的落实与深度学习结合起来，从“理解数

学核心素养的内涵，架构主体框架”、“以数学核心素养为主题进行教学设计与实

施”、“设计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持续性评价”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着力探索了基

于核心素养为主题的实践教学；
③
郝新海学者认为可以从强化精讲多练，重视学法指

导，创新教学形式等三条路径开展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④
黄凤在其学位论文中阐述了

如何将深度学习应用于小学数学的概念教学；
⑤
还有学者研究了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

具体样式，例如：徐军的《一课一题：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一种样式》一文，徐军

认为，深度学习就是对知识持久而深入的理解，在一节数学课中围绕一个主题进行

知识点教学，以“一题”为核心，不断剖析、不断深入、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激

起探究的兴趣，这样可以解决当前小步子、碎片化等课堂问题，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的发展
⑥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小学数学深度学习是在近两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对

此的研究还是集中于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策略研究，而对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有些研究探讨了深度学习与数学核心素养之间的关

系，但是论文数量较少，所以，由此来看，对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内涵、特征、

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

1.2.3 关于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对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研究集中于教育技术领域，但

是在深度学习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方面，理论相对较少。例如：赵恕敏

教授主要研究了指向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作为与教育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指向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具有独特的内涵与优势，文章探讨了翻转课堂催生深度学

① 庞舒勤,赵庆林.让学生体验深度学习——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人民教育,2013,11,38-40.
② 马云鹏.深度学习的理解与实践模式——以小学数学学科为例.课程·教材·教法,2017,4,60-67.
③ 付丽,孙京红.理解数学核心素养，践行深度学习.基础教育课程,2018,10,30-33.
④ 郝新海.小学数学开展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研究.基础教育研究,2019,4,21-24.
⑤ 黄凤.深度教学理念下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研究.闽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⑥ 徐军.“一课一题”：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一种样式.教育科学论坛,2019,7,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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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在翻转课堂中可以通过丰富课前学习资源、优化课程活动设

计、构建学习共同体、整合学习内容等策略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
①
吴敏和刘霁华学

者探讨了物理中传统的楞次定律的课堂教学，运用深度学习的本质和内涵创新构建

了楞次定律深度学习的过程；
②
周玉华提出了在英语学科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策

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学习目标、创设深度学习的情景模式、引导学生通过

错题反思及时调整目标；
③
还有学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调查或者是实验等实证研究的基

础之上，分析学习者在课堂中运用深度学习的方式现状及实施效果等，例如，骆丽

清与任山章在《高中生物深度学习课堂观察研究》一文中，选取一节高中生物课，

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的方法，从知识体系、关注焦点、投入程度、迁移能力、

思维层次五个维度，对两个平行班的学生与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学生与教师在

深度学习课堂中的表现，通过分析得出结论。
④

综上所述，学者主要是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探讨在课堂中如何高效地进行深度学

习，但大多是以构建深度学习课堂的策略为出发点，缺乏在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一套

合理的教学框架，并且对于小学数学课堂的研究相对较少。

无论是对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研究现状还是在课堂中对深度学习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对此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

（1）对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的内涵、特征、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

（2）关于课堂中的深度学习的应用研究比较多，但就小学数学教学方面，仍缺

乏系统的研究，并且缺乏与数学核心素养相承接，而且对于深度学习课堂缺少一套

科学完整的教学设计框架。

因此，在前人对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从深度学习特征的角度出发，结

合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现状，提出小学数学课堂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框架，并

在这个教学设计框架下，对苏教版五年级上册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教学案例

设计，根据实际的课堂实践效果对深度学习进一步深化提出对策。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① 赵恕敏.指向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9,9,71-73.
② 吴敏,刘霁华.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构建.物理教学,2019,11,17-20.
③ 周玉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英语教学策略漫谈.名师在线,2019,9,13-14.
④ 骆丽清,任山章.高中生物深度学习课堂观察研究.新课程研究,2019,9,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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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和课例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这是最普通、最常见、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

过从媒体网络、书籍报纸、期刊杂志等渠道进行资料收集，对相关的现状内容进行

分析整理的方法。本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深度学习与数学课堂教学两大主题展开研讨

的，通过研读国内外对深度学习和数学课堂教学的有关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整

理与分析，总结当前的研究成果，了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态

势，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思路。

观察法。主要是指在课堂实践的过程中，研究者基于一定的观察目标，通过视

觉、听觉及一些测量工具，对课堂的基本情况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包括课堂整

体氛围、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学生举手回答问题的表现、教师的教态、教师的

语言表达、教师对课堂的把控等情况进行记录，为后期的研究提供便利。

课例研究法。主要是通过对现阶段常态的课堂教学进行观察研究，以此归类总

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有效策略和具有创新意义的新型教学方法，形成有益于供他人学

习的范例。本研究通过对运用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的应然表征进行分析，提出一套

适用的教学设计思路，再而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在教学思路的指导下，尝试进行

教案设计，展开实践研究，根据课堂的实际效果，提出进一步深化的对策。

1.3.2 研究内容

本研究首次尝试构建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提出深度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思

路，旨在改变当前课堂教学中学生低效学习的现状。首先，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当

前的研究动态，整理与深度学习有关研究成果并对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运用深

度学习的小学数学课堂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剖析，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归因；再次，

从理论上梳理深度学习下课堂教学的应然表征与设计依据，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提

出适合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普适性的教学设计思路，通过设计实际的教学案例，

将此教学设计思路应用到实践中去；最后，根据实际的课堂效果提出进一步深化改

进的对策，完善深度学习下小学数学课堂的构建。

1.4 基本概念界定

1.4.1 深度学习

“深度”在字典中的解释有：深浅的程度；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事物向更高

阶段发展的程度；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深度学习中的“深度”是通过主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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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理解逐渐深入，不断触及知识的内涵与本质，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主

体自身在知识能力、价值观等方面获得发展，这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向更高阶段发

展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追求内容的深度与知识的广度，是与“浅层”的概念比较而

言的。“学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在这里，主要取狭义的理解，专指学生在

学校的学习。在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分类分为了

六个等级：知识（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应用（application）、分

析（analysis）、综合（synthesis）、评价（evaluation），
①
前两个等级知识与理解的

水平，要求学习者能够记忆关键知识，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概念以及意义，还未达到

通过知识迁移合理解决新问题的水平，其对应的是浅层学习应获得的结果；而在后

四个等级中，学习者通过经验的唤起，尝试搭建新知与旧知之间的桥梁，从而习得

新知识，在解决问题时，尝试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寻求最优解，在整个过程中，

不断反思、调整自身的认知，达到深度学习的水平。

关于深度学习，有的研究者是从深度学习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过程角度提

出来的，郭华教授认为“所谓深度学习，就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

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②
有

的研究者是从学生学习结果的角度提出的，例如黎加厚学者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者

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批判性思维学习新知识，将所学新知纳入到原有认知结构中

去，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运用知识迁移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合理做出决策，从而

实现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

因此，基于以上观点，有的学者是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来阐释深度学习的，认为

深度学习是一种高级思维的认知过程，有的学者从学习结果的角度来定义深度学习，

认为深度学习注重的是“学有所成”、“学成即用”的观点，本文认为应该将二者

结合起来理解深度学习的概念，当学生面对富有挑战性的主题时，在教学过程中积

极参与、主动学习，不仅能够识记、理解所学知识，而且还应分析、创造新知识，

带着批判性的思想完成内容的交互，将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经验相连接，在这个过

程中，形成积极的学习动机以及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促进高阶思维的发展，合

理地运用知识迁移，从而制定出符合相应情境的解决策略。并且，深度学习并不等

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序进行的，深度学习最终实现的目标不

仅仅是知识的扩充，而且也在于批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能力的提升，培养社会

① 安德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5.
② 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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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人。

1.4.2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通过上文对深度学习的解析，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简单地理解，就是将深度学

习应用于小学数学领域之中，但由于小学数学本身的学科特点，使得小学数学深度

学习具有了自身的特征。它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数学的核心内容确定学习的

主题，通过特定的任务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进而全身心地参与到探究活

动当中，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生对教材的深度理解、内容的整体性把握以及知识

的有效迁移，从而把握数学的本质与思想方法，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抽象能力、数

据分析能力等，最终实现高阶思维的发展与核心素养的提升，发展成为未来社会具

有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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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现状审视

2.1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问题分析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学者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理念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经过一线教师的不懈努力与亲身实践，小学数学的课堂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

善，很多小学已经开始积极地将深度学习理念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笔者实习所在

的太原市 s 小学，作为太原市率先采用深度学习的试点单位，已经开始将深度学习

运用到实际课堂教学之中，但是从深度学习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课堂教学在某些方面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2.1.1 教学目标：尚停留于低阶目标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采用单元式学习方式，即确定单元学习主题之后，要确

定单元教学目标，每一单元学习主题下还应有具体的分主题，进而确定每一课时应

达到的具体目标，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应指向学习者高阶思维的发展，课时目标是

单元教学目标的具体分解，以促进学习者对教学内容的深度理解。评价一节课的质

量如何，主要依据的标准在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所规定的要求，

以下是一位教师在执教《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一节课时所设置的教学目标：

1、经历平行四边形面积的推导过程，学会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2、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分析、概括、推导能力。

3、培养学习者团结协作的精神，体验成功的乐趣。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的表述过于宽泛，提高学生的分

析、概括和推导的能力，是数学课一直致力于追求的目标，显然并不能仅仅通过一

节平行四边形面积课的学习来达到，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锻炼；学习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目标设定也很空泛，并没有体现出实际的内涵意义，应该表述清楚学生在完成

某一项任务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提升了何种学习能力；整个教学目标的设定也并没

有体现出与生活的联系，例如，学习了本节内容可以解决哪些与生活相关的实际问

题。所以，总体来看，整个教学目标的设定还是处于低层次的，仅仅强调学习者要

掌握面积公式，学会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并没有指向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

此外，虽然有的教师设置了高阶目标，但对于设计何种活动来实现高阶目标并

不清楚，虽然换了一种表述方法，但本质内容没有改变，例如另一位教师在执教《三

角形的面积》这一节课时，设置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数方格、拼组等活动，知道流动红旗的面积，并能说出自己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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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通过观察，比较转化前后图形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得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并能解决实际问题，获得成功探索的体验。

这位教师设置的学习目标具体、全面、可操作，难度层次逐一提高，涉及到了

低阶目标和高阶目标，并且这位教师是从学生们熟悉的流动红旗引入探究三角形的

面积，但是在探究三角形的面积过程中，只是通过 PPT 的动画，展示给学生一个平

行四边形分成了两个锐角三角形，由此就得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这样的教学活动

是不严谨的，首先，由锐角三角形推导出来的面积公式，是否可以推广到直角三角

形和钝角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其次，从课堂观察的效果来看，学生虽然通过动画展

示一目了然的明白了转化过程，但是让学生在头脑中思考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之间

是如何进行转化的，理解的程度有待加深，并没有达到深度理解的要求，如果让学

生自己动手操作来探究，给予学生更大的学习空间，并且学生在前面学习的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中，已经对转化思想有了一定的认识，学生在自主探究三角形面积公式

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怎样把三角形转化成学过的图形，抓住转化前后图形面积的关

系，得出面积公式，继而验证推导得到的公式是否适用于所有的三角形，从而逐渐

抽象概括得到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2.1.2 教学内容：预设过度开放性低

教师在上课前，都会认真地备课，根据学习者的情况对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教

师会做出预设，这样不仅能使教师上课时有所准备，而且也能有效的引导学生的思

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严格依照教科书和教案控制学习者学习，忽视

了实际过程中学习者知识的随机生成，导致教学缺少开放性，并且在学习者随机生

成了知识以后，如果学生的回答是正确的，教师也是匆匆带过，简单地表扬，而没

有积极地给出反馈。比如教师在讲解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时，让小组探究 9.6÷3

应该如何计算，有的学生提前预习了数学课本，会用列竖式的方法来计算，还有的

学生之前学习的小数的性质与意义的知识很牢固，能很快地回忆起来除法的本质是

平均分，而 9.6是由 9 个 1和 6 个 0.1组成的，所以 9.6÷3 就是把 9 个 1 平均分成

3 份，每份是 3 个 1，以及 6 个 0.1 平均分成 3 份，每份是 2 个 0.1，所以结果是由

3 个 1和 2个 0.1组成的 3.2，上课的教师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预设，但是除了以上

这两种计算方法，有一位学生是这样计算的：他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10 倍，

可以计算 96÷30 这个算式，但是这个算式也是学习者在当前阶段不会计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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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顺势说这个算法也是正确的，但是问学生：你们会算 96÷30 这个算式吗？学生

摇摇头，那就没有解决老师之前提出来的问题，因此就略过了这个计算方法，并且

在之后的课堂练习中也没有提及。很显然，本节课中教师的做法有些不妥当，不能

灵活地处理课堂上学生的随机生成，笔者在下课以后思考：其实这位学生的做法不

无道理，因为在小数除法的计算过程中，只有除数是整数时才能计算，若教师在上

课过程中抓住此学生回答，可以是让学生在学会 9.6÷3列竖式的基础上，作为练习

解决 96÷30 的计算，也可以探究 96÷30 的计算方法，因为 96÷30 也涉及到了本

节课的学习内容，这样一来，不仅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的主动性，而且可以带动班

级整体上课的氛围，学习效果会有所提升。

又如一位教师在执教《解决问题的策略——一一列举》这节课的过程中，在练

习环节中有这样一道题目：一个音乐钟，每隔一段相等的时间就会发出铃声，已经

知道上午 9:00、9:40、10:20 发出铃声，问 16:00 会发出铃声吗？一般的学习者是会

把响铃的时间一一列举出来（11:00、11:40、12:20、13:00、13:40、14:20、15:00、

15:40、16:20）之后得到 16:00 不会发出铃声，但是有一位同学举手他发现如果时间

的整点数是单数就会响铃，而双数不会响铃，教师只是简单表扬了该学生，但是却

没有深度探究是不是时间的整点数是单数就响铃，双数不会响铃，而是严格按照教

学设计进行下一部分的内容教学，笔者通过下课之后调查发现，仍有一部分学生没

有完全理解这种比较高级的思维方式，教师在处理这道问题时，是否能总结出一条

规律，方便学生以后的练习，开阔学生的思路，让学生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总结问

题，这也正是深度学习对学习者所提出的要求，所以，教师在应对教育机智方面的

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1.3 教学策略：忽视学生积极体验

在传统的教学中，课堂往往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只需在讲台上照着书本讲，

学生在底下听，教师将知识灌输给学生，然后学生通过题海战术，机械的学习知识，

这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递的过程。实施新课程教学改革以来，强调要突破以教师为

中心的理念，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会从不同方面主动地丰富认

知经验。但是笔者对所在实习学校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观察，发现如下现象：有些

学生上课瞌睡、放空、发呆，回答问题不积极主动，教师要求的小组合作存在虚假

合作的现象，小组讨论往往是学习好的学生的独自展现机会，小组内部成员并没有

全部参与进去，虽然这其中涉及部分学生个人学习的习惯养成问题，但是教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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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也没有启发、引导学生；其次，深度学习是学生围绕某一具有挑战性的学

习主题进行深入探究，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担心深度探究过程的展开，会延

误教学的进度，往往学习者的探究过程一深入，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教师很想叫停

活动，但是一方面学习者的探究任务没有完成，二是学习者的探究热情极高，这样

一来，一节课的教学任务没有完成，原有的教学安排被打乱，这也是一线教师在平

时的教学过程中会经常遇到的一类问题。例如一位教师在执教《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这一节课时，学生已经认识到了平行四边形是可以由长方形转化而来，但是在实际

推导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过程中，教师并没有让学生实际动手操作，亲身体会变化过

程，只是让学生在头脑中想象长方形的长和宽和与平行四边形长和高的对应关系，

五年级学生抽象想象的思维发展并不全面，这就导致学生理解不到位，深度学习的

程度不够，若教师可以通过实物直观，演示这一过程，学生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再

次，深度学习的表征之一是要促进学生深度思维的发展，而深度思维的发展主要体

现在学生的语言表达上，以下是在一节数学课上教师与学生的交流的一个片段：

老师在 PPT 上展示问题：李奶奶要用 18 根 1 米长的木条围成一个长方形栅栏，

怎样围面积最大？

师：你从这道题目中获得了什么信息？

生：李奶奶想用 18 根 1 米长的木条围成一个长方形栅栏，怎样围面积最大？（学

生再次读了一遍题目）

师：好，那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这道问题？

生：（思考了一会儿）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是长乘以宽。

师：非常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围法全部列举出来，然后进行比较，

最后选择一种面积最大的围法，就可以了呢？

生：是。

师：很好，请坐。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教师与学生的对话，除了相关课程知识的问答

以外，仍旧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层思维的摩擦与碰撞，并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深入

思考的欲望，并且有些基础较差的学生并不知道其实围法不止一种，所以要一种一

种列举出来，如果教师不告诉怎样解决这道问题，而是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

自己动手画一画，摆一摆发现其实有很多种围法，所以要把所有的情况都逐一列举

出来，计算出面积，进而找到最大的围法，让学生自己去体验问题，给予学生独立



第二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现状审视

15

的思考问题的时间，促进学生深层思维的发展。

2.1.4 教学评价：单一知识评价为主

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合理地进行教学评价能够改进教师教学

质量和促进学生学习成效。但是，纵观当前学校评价，学期期末的考试是评价学生

的主要手段，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并没有纳入教学评价的体系范围内，评价的形式

往往是期末考试的一张试卷，内容以试题为主，这样单一的教学评价的形式并不能

准确测量学生的学习成效；并且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教师，不仅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而且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下是一位教师设计的小数除法单元的评价

题目：

表 2.1 小数除法单元教学评价题目

分主题 评价目标 评价问题 评价方式 评价标准

除数是整数的

小数除法

学会除数是整

数的小数除法

的计算方法

1、什么数扩大

15倍是 48.15？

2、3 只大熊猫

4 天吃掉 48.24

千克竹子，平均

每只大熊猫每

天吃掉多少千

克竹子？

课堂练习

能否根据情

境，正确列出

算式，并且列

竖式计算得到

正确的结果

除数是小数的

小数除法

考察学习者正

确理解“商不

变的规律”并

且能够在除法

算式中灵活应

用

1、计算 7.56÷

1.5 时，把除数

转化成 15，被

除数应转化为

（ ），依据是

（ ）。

2、两个数相除，

商是 6.3，如果

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乘以 7，它

们 的 商 是 多

课堂提问

诊断学习者是

否掌握了“商

不变的规律”

并能正确计算

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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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建筑工地运

来一批水泥，已

经用了 32.2吨，

是剩下水泥的

3.5 倍，这批水

泥 剩 下 多 少

吨？

小数除法的实

践应用

学会用小数除

法的知识学解

决与此有关的

生活实际问题

1、李师傅要把

一根长 13.2 米

的木料锯成 0.6

米长的小段，如

果没锯下一段

要 2.5 分钟，把

这段木料锯完

要多少分钟？

2、铺一个房间

的地面，如果用

边长 0.4米的方

砖，需要 400

块。若改用边长

0.5 米的方砖，

需要多少块？

课后展示

结合具体情

境，能正确、

合理地进行竖

式计算，理解

竖式中每一步

的道理，并能

够解决有关实

际问题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前教师注重的仍然是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评价，对学

生的能力方面的评价仍比较欠缺，评价的问题数量少，类型比较单一，评价较为片

面，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求，仍停留在会做题、解题的目标层面上，对于学生

实践能力的考察相对欠缺。

2.2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问题归因

2.2.1 学生积极主动性不强，缺乏良好的学习方式

笔者在实习过程中通过调查发现，如果教师在前一晚没有布置有关预习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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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做到主动预习的占全班人数的 30%左右，这说明学生对于数学学习有一定

的主动性，但是主动性还不够强，并且会在课堂上记笔记的学生也很少，大部分学

生是接受性的学习，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这反映出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缺少主

动的思考，而这种缺乏思考的学习往往只是浅层学习。

数学知识前后关联性比较强，并且数学教材的编排是呈现螺旋式的结构，前面

学习的知识不牢固，理解不深入，会直接影响到之后知识的学习。例如，学生在学

习小数除法的时候，是基于前面学习过整数除法的基础上，但是有的学生还是对于

除法的本质理解不透彻，在列竖式计算时，整数部分不会计算，深究原因，学生只

是简单地记住了知识，而没有对知识进行深加工，深入理解与探究的程度还不够；

并且笔者发现，学生对待错题很少进行总结与反思，这就导致同一知识点反复出错。

总而言之，学生很少对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解题策略进行反思和总结，缺乏良好的数

学学习方式，故学习效果不佳。

2.2.2 教师对学情关注不高，忽略了学生的主体诉求

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互动的最佳时机，教师引导学生，学生的思路

跟随着老师进而一步步习得知识，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程度

不高，师生之间的互动较少，并且有的教师在课堂上直接否定或者规避错误答案，

这样一来，教师不能及时地了解学生的想法或存在的问题，以及磨灭了学生思考的

积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没有意识到课堂是学生的，这样就导致学生

在课堂中参与度较低，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的积极性，获得感得不到满足，不

能深入参与到课堂中去，深度学习的效果不佳；另一方面，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教

学时间紧迫，教师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传递给学生知识，而很少去思考学生到底需

要的是什么，以及运用何种教学策略可以帮助学生实现预期的目标，反映了教师对

学情的关注不够，以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诉求。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往往以高标准、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求自己，但是教学

设计是建立在对学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学情准确无误的把握上，所以，在课堂

上按部就班地依照教学设计是不现实的，课堂是开放的，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这

就需要发挥教师的教育机智，充分地引导，抓住学生思维的活跃点，创造性地完成

教学任务。

2.2.3 学校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忽视关键能力的培养

当前人工智能的成功研发，5G 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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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能型的人才在市场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小学阶段作为人生的关键期，帮助学生发展关键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形成良好品

质成为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纵观当前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注重知识的掌

握，仍将重心放在技能的培养上，对学生的创新精神重视程度不够，忽略了问题解

决能力、学习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若教师只是一味地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只

会打磨学生原有的积极性，难以使学生从学习中获得愉快感；其次，课堂的教学目

标仍然停留于知识与技能的低阶水平，教学过程中难以找到促进学生高级思维发展

的教学活动，种种表现不利于促进学生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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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探究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即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下，主体为教育者，

对象为受教育者，通过教育中介将二者联系起来，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传授经

验的活动。教育者主要是指教师，在此，教师要发挥好主导作用，教师闻道在先，

是学生的引路人；受教育者主要是指学生，是教师劳动的对象，也是教育工作的对

象，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要发挥好主体作用，勇于打破以往教师单向灌输的

传统，不断形成自我教育能力，突出“主人翁”感，为自己的发展而学习。

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认为，教学设计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遵循教学过程和

学生的认知规律，对教学活动进行系统规划。
①
根据小学生的心理和认知特点以及数

学学科本身的特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注重问题驱动，启发儿童数学思考；

注重通过目标生成数学问题，以此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注重直观教学，巩固数学知

识。基于此，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应从关注学生应该学习何种知识，为

什么要学习和怎样来学习知识，由此来确定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和怎样教的问题，

其重点应在于如何让学生学得清楚、明白，所以教师要研读教材，精心设计问题情

境，组织深度学习的探究活动，全身心参与其中，及时地进行教学评价。

3.1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应然表征

3.1.1 教学目标促进高阶思维的发展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根据数学中核心的内容确定单元学习主题，由此而制定教

学目标，宗旨就是要促进学习者高阶思维的发展。传统教学中，教师通过逐级筛选

教学材料，选择“有用的知识”进行传授，这样，虽然学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思维固定化，独立思考的能力不高，往往是照本

宣科，很难标新立异；而在提倡深度学习的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最终目标不止满

足于获得良好的成绩，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学习者思维，引导学习者的深度理

解，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中提取有用的知识，逐步学会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培养批

判性思维，适应未来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

基于以上特征，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学习者已有的认知水平，可以

采取课前谈话、测验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学习者的起点学习水平和认知经验有基本

的了解，合理预估学习者当前已具备的各项能力，通过对上述信息的汇总分析，采

取适当的策略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基于学情，找准学习起点，让学习真正地发

① 麦曦.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6,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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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外，教学目标的确立还要建立在对学习内容做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

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学概念、公式、定理，另一方面还要明白这些知识背后所蕴

含的数学思想方法，即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而不是单纯机械地

记忆数学的公式，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数学知识，更要明白数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

强调学生自主猜想、验证和解决问题，因此，要对数学的本质作透彻地分析，避免

将数学视为纯粹地计算和孤立的概念，夯实关键点，抓住生长点，从而对学习内容

的本质达到通透理解的程度。例如：除法计算的本质就是平均分，不论是整数除法

还是分数、小数除法，其基本的思想方法就是如何将被除数均匀地分成若干等分，

明白了算理，解决算法问题也就不难了；最后，在对学习主题内容、学情进行全面

分析的基础上，提供适合不同学生学习的内容，既包括标准化、大众化的学习内容，

也包括适度超前、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既保证大部分学习者理解掌握基础内容，

也要给学有余力的学习者提供挑战性的学习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

比如，在学习面积这一单元时，这一单元属于小学数学中“空间与几何”的范

畴，这是在学习者学习了长度以及长度单位米、厘米等等，认识了平面图形以及学

习了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基础上，来学习面积这一内容的。学习者要经历从一维

图形到二维图形的过渡过程，虽然是新内容，但是学习者通过日常的生活积累在头

脑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经验，例如我国的领土面积，卧室的面积等等，但是学习者对

面积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以及面积单位的统一和换算，以上就是对学习者的

学情分析，之后结合本单元的知识框架（感知面积定义，认识面积单位，进行单位

换算，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面积的简单应用），来学习这一内容，不仅有

利于发展学习者的空间观念，把握度量的认知结构，同时也为体积的学习及组合图

形、不规则图形相关内容的学习打下基础，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单元学

习的目标设计如下所示：第一，结合实例认识面积的含义，会直观比较面积的大小，

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理解面积单位的意义；第二，通过对一些图形大小的

描述理解单位和测量的意义，体会并认识面积的测量单位，亲身感受一平方米、一

平方厘米、一平方分米的实际大小，根据问题的需要会进行简单的面积换算，能够

用几倍的单位量进行面积的表示；第三，经历探索长方形、正方形面积公式的形成

过程，并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会解决实际问题，尝试面积在生活中的

灵活应用；第四，渗透“实验—发现—验证”的学习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合

作意识和科学探究精神，在推导面积公式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习



第三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探究

21

惯。以上是面积这一单元的单元学习目标，除此以外，教师还要根据每一课时的安

排，再结合单元学习目标、教材内容、学情分析，设计出适合每一课时的学习目标。

深度学习的根本是思维品质的培养，小学数学的深度学习中，理解数学知识，掌握

数学技能，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等很重要，但这只是促进学生思维发生量变的过程，

而更为重要的是智力的发展和思维品质的发展，这是促成学生思维发生质变的过程。

3.1.2 教学内容强调知识的有机整合

在深度学习中，通过分析数学课程的核心和本质，在对教材进行整体分析的前

提下，适当对内容进行调整，设计单元学习主题，更好地帮助学习者建立知识框架。

数学学科的本质包括理解基本概念、把握思想方法、感悟数学特有的思维方式、鉴

赏数学美、追求数学精神五大方面，小学数学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方面：数的认识、

数的运算、数量关系、图形的认识、图形的计算、数据统计等内容，根据以上本质

和核心内容设计单元主题学习，对知识进行有机整合，保证前后数学知识的一致性

与连贯性，为之后的数学学习奠定基础。然而，这并不是要求要打破原有教科书的

认知框架，也不是扰乱数学知识的原有顺序，而是将教材的内容设计成适合深度学

习的素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该主题所反映的核心知识和思维方

法上，在促进学生理解与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对于学生整体理解和把握学科知识、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教师应该深入地挖掘教材，灵活地整合教材，科学地把握教材，呈现出不同数学知

识之间的关联，体现出数学知识之间的实质性联系，这样学生获得的不是一个个孤

立的知识点，而是一个由零散知识点编织而成的知识网络，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来表

述，就是知识之间的联系被建构起来，新学习的内容并入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不

断地被同化与顺应，最终实现平衡的过程。

3.1.3 教学过程注重学习情境的创设

创设促进深度学习有效的学习情境，设计深度学习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积极体

验。问题情境通常包括三部分：一是背景材料，这是帮助学生思考的脚手架；二是

数学问题，这是学生要思考的内容；三是学生的需要，这是引发思考的动机。深度

学习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通过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或问题情境，给学习者制造认知障

碍，以此激发参与的热情。比如：在学习了小数的加减法之后，学生明白小数与小

数相加减是要小数点对齐，对应数位相对齐进行运算，那么在小数乘法中，也是相

应的运算法则吗？教师可以因此呈现一个问题情境，通过此举造成学生的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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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进而展开加法与乘法之间的关系和乘法的本质的探

究，最终让学生明白小数的乘法计算法则是要末位对齐相乘，以此加深印象，避免

犯错。

在深度学习中，问题情境的设计应保证三个原则：第一，情境要与学生的实际

生活相联系，抽象的符号化知识是来源于实际生活中的，但同时又要应用到实际的

生活中去的。比如：从生活中的数量到数的抽象这一过程，从图画中展示的“左边

篮子里有 5 个橘子，右边篮子里有 3 个橘子，大括号括起来问一共有多少个橘子？”

进而列式计算，这其实就是要学习者学会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图意，明白用数学符号

表示会更加简便和直观，从生活中找情境，学生熟悉，也更容易理解；第二，情境

的设计要吸引学生，主动地进行探究。比如：在学习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时，可以从

学习者已有的经验周长来引出，长方形周长与面积的大小有怎样的关系，以此引起

疑问，引发深度探究；第三，情境的设计还要包含所要探究的实质性问题，把学习

者引向数学的实质。比如：我们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度，但是有些同学在测

量时发现三角形的内角和并不一定是 180度，这就引发了探究的问题，是否能通过

探究验证得到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度数。教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围绕这三原则，

根据不同的内容，灵活地创设问题情境，提出引发学生思考的关键性问题，展开对

内容的学习。

3.1.4 教学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

任何有教育价值的课堂教学必须有学习评价，失去了学习评价的作用，教学也

就失去了内部动力。深度学习的教学评价不能简单地通过终结性评价诊断学生的学

习效果，而更应该是运用贯穿于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来引起学习者的深度反思。

过程性评价既要重视学习成果的价值，检测是否达到了已有的既定目标，也要注意

到学习的过程，因为这也是反映学习质量水平的重要方面，并帮助学习者改进过程，

为之后的可持续发展而服务。在此，深度学习的评价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评价目标的设定要对应深度学习的学习目标，突出学习者主体的差异性，要设计区

分不同的认知层次和学习水平的评价目标，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第二，评价

内容的安排要符合深度学习的学习主题，依据学习主题下的知识框架，对应每一具

体内容，同时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等隐性内容也要有所涉及，评价也应该

有轻重缓急，要突出评价重点，它应该是学习者必须掌握的关键性问题、重点性概

念，指向深度学习的核心内容的评价；第三，评价方法的选取多种多样，虽然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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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考核、测定学习者成绩的基本方法，但是对于一些不易量化的行为表现，观察

法则是最好的方法，因此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因人而异地进行评价，不仅如此，

也要让学生参与到评价的过程中，正确的评价自己，从而自觉改进学习；最后，教

师要提供及时、清晰的反馈，采用适当的方式告诉学习者，以此使学生产生持续学

习的动力。总而言之，要根据学习者学习的进程，把握好时机，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设计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评价，最终的目标则是提高和改进教学水平，致力于教

学目标的实现。

3.2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依据

3.2.1 数学课程标准

数学是一门极具抽象的学科，它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让学生经历符号化

的过程，将结果运用数学的语言进行表述的一门科学。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告

诉我们学生的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地和富有个性的过程，指导教师应致

力于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发展逻辑推理、抽象和概括化等思维品质，掌握恰当的

数学学习方法，为学生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而深度学习正是通

过挑战性的任务引起学生的兴趣，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独立思考，深入探究，理

解本质，体验方法，这与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不谋而合。

3.2.2 学情与教情

小学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了解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已有经验知识水平，对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深

度学习以指向高阶能力的发展为特征，使得学生在面对复杂性挑战时，可以独立思

考，深入探究，为适应未来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小学教师拥有深厚的专

业性知识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上课富有感染力，能有效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主

动性，符合小学生的性格年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关注学生情绪、情感

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为课堂注入新的活力，全面提升课堂教

学在培育学生未来发展中的有效性。

3.2.3 教学内容

数学学科自身具有抽象性、精确性、应用广泛性等特点，所以数学课程不仅仅

是让学生学会和理解数学知识，也要让学生进行数学化思考，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

点亮知识的核心，经历数学建模的过程，照亮学科的本质。而深度学习的教学内容

一般以挑战性和情境性的任务来呈现，以数学核心内容为主线来探索，由此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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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内容，解决的一类问题，对于学生整体把握知识、深入理解概念内涵具有

重要的意义，以此形成相关的学科所反映的价值观，形成一般发展的核心素养。

3.3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设计思路

3.3.1 教学目标设定

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结果的规划，它规定着教学活动的方向、

进程和预期结果，它也是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同时，它是学习者自我激励、

自我评估、自我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进行深度学习的教学目标设定时，应聚

焦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应力求具体、可操作，切忌空泛、夸大，同时指明使

用何种教学活动来实现高阶目标，加强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对于教师而言，在设定教学目标时，首先要进行的是前期分析，由于深度学习

涉及的是核心内容的学习，学习者往往需要接触的是一个单元学习主题，所以，第

一是关于学习背景的分析，这需要教师认真钻研课程标准，把握课程学习的大致方

向与脉络；第二是关于学习任务分析，不仅要突出整个单元学习的本质，还要突出

对教材的深度理解，因为深度学习重在对少量主题的深度理解，对单元内容本质特

征的分析是确定单元学习主题的基础，深入挖掘教材的内容，灵活地整合教材中孤

立的知识，重视深度学习中核心的、基础性知识技能的学习，促使学习者以整合记

忆编码的方式学习，关注同类知识之间的迁移转化，处理好知识之间前后的连接顺

序，深入思考学习内容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升学习

数学的关键能力；第三是关于学习者的特征分析，例如：已有知识、经验基础、认

知结构与认知策略、态度与情感，分析学生已有的学习状态，对学生的能力进行预

评估，哪些内容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前期预习就可以掌握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教师进

行点拨讲解的，在此基础上，确定单元学习的目标，此又包括两类：一是单元学习

的整体目标，二是具体课时目标，单元学习的整体目标是学生在学习完某一主题之

后应达到的要求，具体课时目标是学习完某一课的内容之后应达到的具体要求。

例如：在“小数的除法”这一内容的学习，笔者在实习的过程中，对五年级的

某一个班的学生进行过前测了解，在学习小数除法的开始，让学习者计算 6.39÷3

这一道题目，全班有 44名学生，有 18（41%）位学生正确解答此题目，26（59%）

位学生没有正确地解答出这道问题，将近有一半的学习者在学习开始前已经对学习

内容有所了解，在对计算正确学生的调查了解中发现，有 7位学生是在课外辅导班

中已经学习过此类问题的解法，余下的学生是通过预习学会的，但是又被问到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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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这样计算时，5 位学生可以基本正确的说出除法平均分的思想，从整数除法中

的应用迁移到小数除法中来，而对于没有正确计算的学生了解之后发现，学生困惑

点主要有两类：列竖式时 6÷3 的整数除法会计算，之后的小数部分如何除不会计

算，也有学生按照整数除法计算小数点不知道在哪里点，通过前测调研发现，学生

的问题主要是：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计算，以及小数部分能否平均分以及小数点该

往哪里点不明白，前者是基础，学生理解小数除法计算的算理，知道能否继续分，

也就知道了小数点该往哪里点，自然而然地也就知道后面的计算方法，据此，教师

在了解了学生的困难点以后，在教学目标上也相应的做出了一些调整，在具体的情

境中研究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经历计数单位一步步细分的过程，会列竖式计算

小数除法并进行验算；借助直观模型，化无形为有形，充分运用直观性的教学原则，

探索小数除法算理，体会多样化的计算策略，并正确、熟练地进行运算，发展学习

者的运算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在

探究活动中体验合作、交流与成功的乐趣。

3.3.2 教学流程设计

在进行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流程设计时，必须把握住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学

习者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必须能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的全过程当中，使学习者在

自身已有水平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发展；第二，探究性是课堂教学的核心要素，在

学习者自身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与人合作，互相帮助，发现规律，掌握知识，发展

高级思维水平；第三，强调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动手操作使抽象知识具体化，动口

既能发展语言表达能力，也可以体现学习者的思维过程；激发和强化学生学习的动

机，自觉地进入学习状态，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得到很好的协调；

最后，课堂教学不仅应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广度和深度，而且应将知识作为载体，

重视培养学习者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基于以上几点要求，小学数学深度学习教

学模式流程图设计如下所示：

↓

↓
进行阶段：

创设情境，制造冲突，引入问题

准备阶段：

确定单元学习主题→制定单元整体教学目标→确定分主题→规划课时教学及学习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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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3.3 小学数学教学流程图

在准备阶段中，依据小学数学的核心知识和学生重点学习的内容，选择单元学

习主题；根据主题，深入学科本质，反映学科思想，体现学科思维，确定单元学习

主题目标，致力于学习者核心素养的提升；通过了解学习者已有经验、兴趣和需要，

从数学课程标准、教材内容、核心内容、数学学科基本思想方法等角度出发，对资

源、专家、场地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将学习主题划分成不同的分主

题，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课时，设定学习目标。例如，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上册

小数除法这一单元中，学习的单元主题可以设定为小数除法，划分依据是计数单位，

分主题可以划分为三个：第一，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所需两课时，核心

本质是让学习者体会到计数单位的进一步划分，要达成的基本目标为理解算理，进

而掌握算法；第二，除数是小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所需三课时，核心本质是通过

商不变的规律，进行单位的同步转换，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是合理运用知识迁移，体

会转化的数学思想；第三，小数除法在实际当中的应用问题，所需三课时，核心本

质是通过对不同生活情境的分析比较，感受小数除法的现实意义，所要达成的基本

目标是结合生活实际，恰当地选择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习

者的运算能力逐步提升。

在进行阶段当中，教师要围绕探究的主题，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合理

创设问题情境，提出引发学习者深度思考的关键性问题，从而促使学习者有效参与

其中，深入探究，获得知识。这个阶段是学习者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最重要

的阶段和最好的机会，不仅要指导学生逐步探究学习任务，经历知识的发现过程，

分析问题，探究学习任务，全身心投入

分析已有条件，寻找方法，设计思路，实现

深度理解

实施、验证，得出结论，鼓励创新

总结反思阶段：

评估学习结果→归纳新知→应用新知，产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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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还要指导他们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讨论，让学习

者学会证明和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时教师在这个阶段中，一定要注意教学评

价的使用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提供动力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步骤当

中：

首先，创设情境，制造冲突，引入问题。教师可以通过自然现象、实际生活、

文化背景三条主线发现、收集具备一定时代特征的情境，适应学生的认知和年龄特

点，精心设计难度，与学习者的前经验或前概念有所冲突，使学习者产生一种认识

上的困惑，以形成积极的探究动机，将学生引向数学的实质，引起探究的欲望，从

而创设出最佳的问题情境，发挥好导向的作用。

其次，分析问题，探究学习任务，全身心投入。学习者通过回想旧知识，分析

新问题，以构筑问题和条件之间的桥梁，进而清晰地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

问题所需要收集的各种资料信息，明白学习的任务。在此环节中，学习者要主动参

与到学习活动当中去，这样才能在自身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同化顺应新知，构建起

新知的意义。

再次，分析已有条件，寻找方法、设计思路，实现深度理解。对收集到的信息

资料进行分析与讨论，陈述各自的观点与想法，通过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修正，

探索出最佳解决问难题的途径，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深度学习教学活

动过程的关键就是问题解决的过程，教师要为学习者搭建自主学习的舞台，允许学

习者依据自身的思维习惯、方式方法、认知能力展开学习，据此展现出不同问题解

决的策略和方法，体现出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性，在必要时，教师应该为学习者提

供指导，示范解决问题的策略。

最后，实施、验证，得出结论，鼓励创新。实施选定问题的解决方案，验证学

习者对问题得以解决的方法与策略，经分析、概括得出结论，习得新的知识。小学

数学深度学习要关注学习者的差异性，考虑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求，使得每位学习

者都能获得最大的发展。在这个阶段，要给予学习者讨论与思考的时间与空间，鼓

励不同声音的产生，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机会，点燃创新思维的火花。

在总结反思阶段中，对学习到的新知进行总结，对学习的结果进行评估，将内

化了的新知识作用于同类问题的新情境中，经过反馈，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知识，

并能够有效地进行知识迁移，解决多样化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学习者要对对学

习过程及时地进行反思，提炼与升华数学经验，深层次掌握数学知识，体会思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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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引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

3.3.3 教学策略选择

教学策略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而积极主动使用的，针对教学过程而制定的一系

列复杂方案，是有效教学所需要的，为学习者的发展而服务。教学策略的选择要根

据知识的种类来进行，对于陈述性知识，有效且适合于学习与记忆陈述性知识的策

略有以下三种：复述策略通常是对知识进行多次重复，以便有利于记忆，在小学数

学深度学习课堂中，教师要指引学习者整体地记忆和理解数学概念、公式，并在此

基础上，让学习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由机械性陈述转化为理解性陈述，举一

反三而并非生搬硬套；精细加工策略不是对教材内容的简单陈述，而是对学习内容

的本质理解，避免让学习者单纯地记忆，而转化为数学推理，强调学习者猜想、验

证、解决问题，将数学概念和应用连接起来，注重的是思维品质的培养；组织策略

要为学习者提供完整的结构提纲，因为小学数学深度学习采用单元学习的方式，在

学习伊始，学习者对本单元学习的脉络应有大致的了解，此外，在学习某一具体内

容之后，要善于总结、归纳，做到心中有数。对于程序性知识，其教学策略是先让

学习者了解一套明确陈述的技术规则，之后再向程序性知识转化，最后提供适当的

变式练习，由静态知识转化为动态技能。但是在小学数学当中，程序性知识的应用

相对较少；对于策略性知识，其教学策略往往要激发学习者学习的内在动机，在具

体的情境中教授策略。例如，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上册第七单元《解决问题的策略—

—一一列举》教学中，这一内容是策略性知识的教学，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让学

习者感受到列举策略的价值，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所以，在这一节课的执教过程

中，教师应该抓住“为什么要进行一一列举”和“怎样进行一一列举”两条主线展

开教学，并且两条主线的学习都采用学习者自主探究的方法，自己动手发现，在“为

什么要进行一一列举”中，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围花圃，由长方形的周长列举出符

合条件的长于宽，进而发现其实花圃的围法有很多种，所以要进行一一列举出所有

的结果，在“怎样进行一一列举”环节中，根据长和宽的数据，让学生动手列举，

在比较交流中，体悟到要有序的进行列举，最后找到能围成最大的长方形花圃。

3.3.4 教学效果评价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最终呈现效果应该具有如下指征，可以简单概括为“四

度”，第一，难度，在深度学习开始前，教师应该提出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和关键性

的问题以此制造认知冲突，一方面通过激发学习者的认知兴趣，尽快进入学习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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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另一方面为知识建构的同化和顺应过程做好准备，这是深度学习发生的前提和

基础；第二，参与度，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和设计的教学活动，要保证学习者参与

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开放性，使其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开展深度探究的活动，每一

位学生都能获得参与的机会；第三，灵活度，学习任务的设计与组织要体现问题解

决策略的多样性，不拘泥学习者的思维；第四是深度，体现在内容的纵向深入，从

而引起思维的纵深化发展。

深度学习所提倡的教学评价应该是贯穿于教学活动当中的，首先应根据课时教

学的目标建立评价的标准，突出学习者主体的差异，尽可能多地顾及到每一位学生，

语言的表述应具体、清楚、简练，注重可测量性和可操作性；其次，评价内容设计

要符合深度学习的主题，从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结果等多个维度及

时地作出评价，评价的方式要多样化，可以是课堂提问，也可以是课后展示，可以

是检测性的题目，也可以是开放性的问题，评价的主体要多元化，有利于帮助了解

自己的学习情况与不足；再次，评价要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教师应及时了解学习者

的需求，根据学习情况作出反馈，采用适当的方式告诉学习者，给予持续性的辅导；

最后，评价要注重发展导向，帮助学习者发展多方面的潜能，认识自己，拥有自信，

促进学习者生动活泼地发展。如下图所示，这是一张课堂中的评价标准表，根据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在整个课堂中的表现情况，对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提升

以及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涉及到四个方面的评价内容：知识学习、小组合作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运算能力，从大致了解（一颗星）、仍需提高（两颗星）和完全学

会（三颗星）这三个等级进行评价，教师和学生根据此表可以分别做出评价。

表 3.3 课堂评价标准表

大致了解 仍需提高 完全学会

知识学习

1、会计算被除数

的小数部分能被

除数整除的情况

2、对余数末尾添

0 和商补 0 的两种

情况没有掌握

1、知道算理

2、但计算的正确

率和速度有待提

高

1、明了算理，能

正确、迅速地计算

得出答案

2、依 据 生 活 情

境，解决问题

1、没有成员共同

参与

1、内部成员共同

商讨，交流彼此的

1、会有不同的想

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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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能力 2、不能通过交流

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

3、留给某些学生

独自展示的机会，

不能公平地进行

分配

想法，不足之处要

提出改进措施

2、解题思路清晰

完整

2、表 达 不 仅 清

晰，而且生动有趣

3、用时最少，通

过各小组成员的

努力完美解决问

题

运算能力

1、不能独立完成

有关的计算问题

2、不理解算理，

算法掌握不透彻

1、能独立地解决

问题

2、正确率不能保

证百分百

1、理解算理，发

现算法

2、用不同方法进

行正确计算

解决问题能力

1、读懂问题，了

解题意

2、没有产生相关

解决问题的思路

1、制定计划，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

2、在截至时间前

已经有了可以分

享的成果

1、完美地解决问

题

2、速度最快，用

时最少

3、帮助困难同学

完成任务

3.4 教学设计分析——以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为例

本学习内容选自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上册第五单元第二节，也是小数除法单元学

习主题下的一个分主题，是继学习了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加减法和小数乘法之

后所学习的内容。小数除法作为小学数学的常规教学内容，从课标的角度来看，数

的运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多的数学知识，运算的能力的培养已由过去只注

重笔算拓展到笔算、口算、估算并重，由以往只注重技巧的学习拓展到对数学思考

的重视，由以往注重求得计算结果拓展到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在本单元的教学中，

应加强小数与整数联系的理解，对计数单位的理解，鼓励算法多样化，重点是以解

决问题为载体，探究算理，学会算法，实现算理算法的有机融合，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提升关于运算能力的核心素养。随着时代的发展，只是求得结果的运算，终

究会向计算器、计算机倾斜，运算除了是为求得结果，其意义更在于解决问题，所

以在教学中，通过分析情境中的已知条件，列出算式，借助合适的模型，探索多种

解题思路，选择合理简洁的计算方法，最终实现“计算”与“解决问题”两个目标



第三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探究

31

的并重发展。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习者不仅能正确计算，而且理解运算的算理，

运用多样化的策略，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计算”，“为什么要这样计算”、“还

可以怎样计算”、“怎样计算更简便”等等，“算用结合”，“以用促算”，“以

算促用”，聚焦运算的算理和算法，最终达到培养学习者运算能力核心素养的目标。

3.4.1 教材内容分析

首先，横向梳理教材，对于小数内容的学习，学生经历了小数的初步认识，习

得了小数的性质和意义，最后进入到小数的运算这样的过程，而在小数的运算这一

阶段，基于学生学会了小数的加法、减法、乘法之后，教材安排了小数除法有关内

容的学习，由此，本单元确立的两大核心内容：一是为什么要这样算，对除法意义

的再认识，即算理的思想，二是怎样进行计算，对除法运算的再认识，由整数除法

的运算扩充到小数的除法，即算法的学习。

再次，纵向对比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版本的教材对“除数是整数的小

数除法”这一内容的呈现方式，发现这三个版本都是通过真实情境引入，再进行单

位换算，由计量单位转化到计数单位，进而列竖式计算，最后总结算法的过程来展

开的，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三版本教材的对比分析

问题情境 单位换算过程 计算过程

人教版

王鹏坚持晨练，计划

4 周跑步 22.4 千米，

则他平均每周应跑

多少千米？

22.4km=22400m

22400÷4=5600m

5600m=5.6km

6.5

0
24
24

20
4.224

苏教版

下表是妈妈购买水

果的数量和付出的

钱数，算出每种水果

单价各是多少元

品

种

单

价

数

量

总

价

苹

果

3 9.6

9.6 元=96角

96÷3=32角

32 角=3.2元

9.6 元分成 9元 6 角

9÷3=3元

6÷3=2角

3 元+2角=3.2 元

2.3

0
6
6

9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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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蕉

5 12

橘

子

6 5.7

北师大

版

甲商店：买了5包盐，

一共 11.5元

乙商店：买了6包盐，

一共 12.6元

11.5元=115角

115÷5=23角

3.2

0
15
15

10
5.115

3.4.2 学生学情分析

在学习小数除法之前，学习者已经学习了整数除法的计算，会列竖式笔算除法，

之后从自然数的运算扩充到小数的运算，学生比较容易理解，也已经具备了知识的

迁移能力；其次，学生已经学习了小数的性质及意义，小数的加减法和乘法运算以

及单位的同步转换，这些知识正是学习小数除法的知识基础，但是要把这些知识进

行综合运用，对于学习者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

在学习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之前，笔者对执教班级进行了前期调研（调研情

况见第三章 3.3.1 节教学目标的设定），发现学生的问题主要是小数部分能否继续

除不清楚，以及小数点该往哪里点不明白，前者是基础，学生理解小数除法计算的

算理，知道能否继续分，也就知道了小数点该往哪里点，自然而然地也就学会列竖

式计算小数除法。

3.4.3 单元学习规划

学习内容 课时安排 学习目标 学习活动

第一课时：在

具体的情境中

解决问题，第

一类小数部分

能 被 除 数 整

除，第二类余

数末尾补 0，

第三类整数部

第 1~2课时

1.在具体的情境中研

究小数除法，经历计数单

位一步步细分的过程，会

列竖式计算除数是整数的

小数除法。

2.借助直观模型，通过

学习者自主探索小数除法

的算理，体会多样化的计

通过解决苹果、香

蕉、橘子的单价的实

际问题，借助元角分

的模型、通过直观画

图理解算理，学会列

竖式计算除数是整

数的小数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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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够除，添

0 补位

第二课时：练

习课

算问题策略。

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在

探究活动中体验合作、交

流与成功的乐趣。

第三课时：小

数除以小数

第四课时：练

习课

第五课时：练

习课
第 3~5课时

1、在具体情境中研究问

题，掌握竖式计算，培养

转化的数学思想

2、借助直观模型，经历自

主探索的过程，将未知问

题转化为已学习的知识，

培养问题的迁移能力

3、通过活动，培养积极的

学习态度，增强应用数学

的意识

通过解决“买鸡蛋”

的实际问题，运用

“商不变的性质”，

将除数变为整数，学

会单位的同步转换，

以此转化成除数是

整数的小数除法

第六课时 :取

近似值

第七课时：循

环小数

第八课时：解

决实际问题
第 6~8课时

1、能按照要求求出商的

近似数，初步认识小数的

分类，学会用估算判断结

果的合理性

2、提供现实背景，运用小

数除法的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

3、使学习者进一步体会数

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

通过创设“用布做衣

服”、“买东西”等

问题情境，感受“进

一法”和“去尾法”

在生活中的实际应

用，合理求取近似

数，了解小数的分

类，辨别有限小数、

无限循环小数和无

限不循环小数

3.4.4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在具体的情境中研究小数除法，经历计数单位一步步细分的过程，会列竖式计

算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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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直观模型，通过学习者自主探索小数除法的算理，体会多样化的计算问题

策略。

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在探究活动中体验合作、交流与成功

的乐趣。

教学重点

通过画方格的方法，形象直观地理解算理，进而正确地列竖式计算

教学难点

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

1.列竖式计算：268÷4 345÷15

2.说一说：你是怎样计算的？

3.引入新课：这节课就用同学们已经掌握的整数除法的知识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学

习之旅。

二、探究新知，解决问题

1.出示例题

下表是王强购买三种水果的数量和应付的钱数，你能帮一帮王强，计算出每种水

果单价分别是多少元吗？

品种 单价 数量 总价

苹果 3 9.6

香蕉 5 12

橘子 6 5.7

（1）师：从这个表格中，你能得到哪些信息？

答：已知三种水果的数量和总价（学生也可分别进行说明每一种水果的具体数量

和总价）

（2）请你估一估，每种水果的单价分别是多少元？

答：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苹果的总价是 9.6 元≈10 元，一共买了 3 斤苹果，可知

苹果的单价要比 3 元多；香蕉的总价是 12 元≈10 元，买了 5 斤香蕉，估计香蕉的单

价是 2 元，橘子的总价是 5.7元≈6 元，买了 6 斤橘子，所以估计 1斤橘子 1 元钱。

2.计算苹果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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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先来看苹果这一行，根据已知条件，你能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预设：苹果的单价是多少元？

师：你会列算式进行吗？列算式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生：根据总价÷数量=单价，可以列出算式 9.6÷3=？

师：该如何计算呢？

生 1：9.6 元即为 9 元 6 角，可以把 9 元均匀分成三等份，其中一份是 3 元，6 角

分成三等份，一份是 2 角，也就是 3元 2 角，所以是 3.2 元

生 2：9.6 中的 9 表示 9 个 1，9 个 1 除以 3 是 3 个 1；9.6 中的 6 表示 6 个 0.1，

用 6 个 0.1除以 3 是 2 个 0.1，所以 3 个 1和 2 个 0.1 即为 3.2

生 3：9.6表示 96 个 0.1，列竖式计算 96÷3 所得结果为 32 个 0.1，即为 3.2

生 4：我是通过列竖式计算的，如下：

师：通过前三位同学的计算方法，我们知道 3.2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这位同

学列竖式的计算过程是否正确呢？为什么要这样计算呢？在这之前，我们思考一个问

题，9.6÷3 表示什么意思？

生：把 9.6平均分成 3 份，求其中一份是多少？也就是平均分的思想。

师：我们知道了除法的本质是平均分的思想，老师将计算过程用下图表示出来

含义：9个 1 平均分成 3份是 3 个 1 0.6 平均分成 3份是 0.2

师：理解了含义，我们现在来看计算过程和方法。

2.3

0
6
6

9
6.93

2.3

0
6
6

9
6.93

9.6

小数点要对齐，计数单位要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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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回顾刚刚列竖式的过程，我们是怎样进行计算的？

预设：先按照整数除法的算法进行计算，再添上小数点，计算小数部分。

总结：从被除数的最高位开始计算，在写法上，被除数和商的小数点要对齐，计

数单位要对齐

2. 计算香蕉的单价

师：我们通过估计，知道香蕉的单价大概是二元，但我们是把 12 元约等于为 10

元，所以香蕉实际的单价应该比 2 元多一些，那怎样才能知道香蕉的具体价格呢？说

一说你打算怎样解决？

生：先列出应用题：王强用 12元买了 5 千克的香蕉，求香蕉的单价是多少呢？

然后根据总价÷数量=单价，列出算式是 12÷5=？最后列竖式计算。

师：同学们计算到这一步，发现余下的 2 不够除了，那怎样接着计算呢？自己动

手想一想、算一算。

师：老师刚才巡视，看到大家在余数 2 的末尾添了数字“0”，谁能告诉老师你为

什么这样做呢？

生：在余数 2 后面补 0 可以继续除，此时表示 20 个十分之一，用 20 除以 5，就

可以除尽了

师：在余数 2 后面添 0 相当于单位细分的过程，将 1 个 2 表示为 20 个十分之一，

但要在商的位置加上小数点，老师将这个过程用画方格的方式表示出来。

师：下面是我们列竖式的计算过程。

2

2
10
125

把“2”平均分成 10份，即 20 个十分之一

四个十分之一，即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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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回顾刚才的过程，当剩下的几元钱不能直接分的时候，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预设：在余数后面补 0，同时在商的位置点上小数点

总结：若被除数不能整除，末尾还有余数，要在余数后面添“0”，进行单位细分，

再继续除，同时商的位置添加小数点。

3.计算橘子的单价

经历计算苹果和香蕉单价的过程，橘子的单价是多少呢？同学们自己动手计算。

（教师巡视）

列式：5.7÷6=？

师：这次个位不够除怎么办？

生：写 0 继续除

总结：当遇到个位不够除的情况时，在商的位置写 0，添上小数点，进行单位细

分继续除。

4、比较归纳，总结算法：

师：回顾所学的内容，我们一共解决了三道问题，学会了列竖式计算小数除法，

4.2

0
20
20

10
125

2.3

0
6
6

9
6.93

95.0

0
30
30

54
7.56

4.2

0
20
20

10
125

95.0

0
30
30

54
7.56

20个十分之一

添上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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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说一说，这三个竖式有什么相同之处？

预设：（1）要从被除数的最高位开始计算

（2）整数部分若不够除，要在商的位置写 0

（3）除到小数的末位还有余数时要在商的位置添加小数点，余数位置添 0

继续除，除到没有余数为止

（4）在写法上商和被除数的小数点要对齐，计数单位也要对齐

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这一节的内容，通过画方格的方法理解本

节课的难点，这也告诉我们，要善于把自己不会解决的问题转换思路，运用几何直观

加以解决。

作业布置

完成课后习题。

3.4.5 教学评价

评价目标 评价问题 评价方式 评价标准

诊断学习者对除

数是整数的小数

除法算理的理解

程度

小明买香蕉花了

12元，一共买了 5

千克，问香蕉的单

价是多少？列竖

式如下：

4个（）

20个（）

4.2

0
20
20
10
125

课堂提问

评价学生能否在

实际的情境中理

解为什么要在余

数末尾补 0，以及

补 0之后所表示的

含义

诊断学习者对除

数是整数的小数

除法算法的理解

水平

1、列竖式计算：

7.32÷4

13÷4
2、什么数扩大 15
倍是 48.15？

3、3 只大熊猫 4 天

吃掉 48.24 千克竹

课堂练习

评价题目难度设

置逐级提高，从简

单的列式计算到

实际问题的解决，

举一反三，灵活多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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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均每只大熊

猫每天吃掉多少

千克竹子？

扩展学习者的思

维，加深问题难

度，促进深度思考

两个数字相加的

和是 617.1，若把

其中一个数的小

数点向左移动一

位，就正好与另一

个数相等，问这两

个数各是多少？

课后展示

锻炼学习者的思

维，维持好奇心深

入探究

3.5 课堂实践效果分析

笔者在太原市 s小学实习期间，将上述《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案例应用于

该校五年级课堂教学之中，进行教学实践研究，记录教学实践过程，以期对实践效

果进行分析，针对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3.5.1 课堂进展情况

本节课是“小数除法”单元的起始课，教学环节连接紧凑，整体性较好，课堂

气氛被调动起来，学生的参与度很高，总的来说，课程完成度比较好。在这节课中，

通过解决三道实际问题，教师牢牢抓住怎样进行计算这条明线展开对计算方法的探

讨，运用画方格的方法，清晰地揭示了算理，同时充分利用算法和算理让学生感受

不同的计算方法，使看似简单的计算背后有了厚重的算理支撑，从而达到对算理的

直观性理解和对算法的切实把握。

但是，本节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讲算理算法阶段用时过多，总体上没

有把握好时间；由于学生的能力参差不齐，基础较差的学生可能还是不能很好地理

解算理，还需要教师进行进一步指导；最后，整节课教师评价语言的运用有所欠缺。

3.5.2 学生接受情况

在小数除法单元教学的开始，教师将教学目标展示给学生，便于学生做好课前

预习，课后复习，整节课中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得到落实，让学生动手、动口、动眼、

动脑，不但行为参与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而且智力和情感都切实投入和参与到问

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中。由于学生的基础能力水平的不同，有些学生反应快，接受

新知识的能力也迅速，但是大部分学生都能够主动积极探究问题，掌握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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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新知环节，有些学生反应快，基础好，可以迅速用以前的知识解决 9.6

÷3 应该如何计算，但是有些学生理解起来可能困难一些，这时教师通过画图的方

式解释了抽象的算理，以及通过后面例题学生自己练习动手画方格，学生逐渐理解

了算理和算法。

3.5.3 教师教学反思

在这一节课中，基于前测，班级的一些同学已经会用列竖式来计算除数是整数

的小数除法，但是学生并不明白在列竖式时为什么相同计数单位要对齐，于是本节

课的重点就侧重于对算理算法的探索与理解，从关注学生的角度出发，让学生明白

数学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本质思想，避免将数学视为纯粹地计算，从而对学习内容本

质达到通透理解的程度。

从复习整数除法引入，唤起学生已有的经验，把学生当成发现者和思考者，让

学生自己探究算法，在探究算法的同时研究算理，对算理的探索是本课的难点，考

虑到学生可能难以理解，用到了画方格的方法，将抽象的算理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

式表达出来，其实这也是一种“度量”，根据合适的度量单位，采用恰当的度量方

法，进行计算，将数学中的几何领域与代数领域沟通起来，加深对于除法平均分本

质的理解，通过练习题实现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同化和顺应，回顾整节课所学的

知识，帮助学生建立起关于除法的知识网络，整个设计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从

深度学习的角度展开，让学生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感悟到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

不足的是，过度依赖教案设计，对具体细节的考虑稍有欠缺，与学生的对话、

对学生评价等细节还需改进，同时通过学生的练习发现，有些学生容易错移小数点

的位数，在商的部分忘记点小数点等问题，需要注意，及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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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进一步深化的对策

4.1 把握知识内在联系，构建“结构化”知识网络

对知识点孤立的理解，通常是片面的和浅层化的，这样不利于学习者的深入理

解和内化，而从整体出发，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借助图表，运用教学策略，

对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过程有效进行整合，引导学习者将知识以整合的、情景化的

方式储存于记忆当中，构建“结构化”的知识网络，对数学知识形成清晰的脉络，

从而有效地内化到学习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当中，使学习者对知识的运用融会贯通，

提升学习数学的关键能力。由于数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数学知识之间具有极强的逻

辑性和系统性，新旧知识之间具有关联点的，知识之间联系紧密，所以教学过程中

可以实现对内容的整合，而在深度学习中，确定单元学习主题是有利于对内容进行

整合的，构建知识框架，将孤立的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知识链，比如：无论是整数

加减法、小数加减法、还是分数加减法，其计算的本质都是计数单位对齐进行加减

运算，在整数加减法中，不论是几位数相加减，只要在列竖式过程中把个位、十位、

百位等数位对齐，就掌握了计算的方法；在小数加减法中，也是相应的原理，只不

过在小数加减法中，增加了小数点相对齐的要求，因为小数分为整数部分、小数部

分和小数点，只要各个部分的数位对齐，小数点必然是相对齐的；在分数加减法中，

虽然分为了同分母相加减和异分母相加减，但是本质都是分数单位相同相加减，所

以异分母相加减相对应的转化为同分母相加减进行计算，因此，学会相应的数学思

维方法，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对其他内容的学习就可能花费较少的时间。

4.2 凸显数学学科本质，合理处理教材内容

宏观上要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在微观上就要深入解读教材，读懂教材上的

每一幅图、每一句话、每一个符号，在深入思考中抓住数学本质。以单元学习主题

为主线进行深度学习教学设计，必然涉及教材的使用和处理，对于教师来说，深入

挖掘教材，灵活整合教材，加强团队合作，根据学习者以往的知识、经验对教材内

容进行深加工，不断地将知识整合到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当中，进而形成单元主

题类型的知识结构，促使学习者开展结构化学习，深入理解知识内涵。在深挖教材

的基础上把握核心内容，思考核心问题，进行课堂提问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关注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完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教材，不轻视教材也绝

不依赖教材，合理处理教学过程中的随机生成，教学要充满开放性。另外，思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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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和核心素养之间的关联，强化学习者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将教材内容转化为

学习者易于学习的内容。例如，在几何与测量领域中，对线段、周长、面积、体积

的学习，学生的思维经历了一维到二维再到三维的飞跃，但是深挖教材，不难发现

教材对这部分内容的编写存在相似之处，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首先是认识主体、

定义概念；其次，认识测量单位；再次，测量单位的应用，即用测量单位来直接度

量事物；进而，寻求简便，用公式计算；最后，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条主线，突

出了数学本质，环节完整，环环相扣，再现了知识形成过程，对于学习者来说，形

成了知识框架，方便理解与记忆。

4.3 找准学生视角范围，设计深度学习活动

深度学习活动是以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来展开的，富有挑战性的任务给学习者制

造认知冲突，激起了学习者的内部动机，唤起学习者的已有的经验是深度学习发生

的必要条件，所以，这就要找准学生的视角范围，以“兴趣”为出发点，创设有趣

的问题情境，设计深度学习的活动。问题情境的设计要与学习者的生活世界相联系，

同时蕴含引发学习者深度思考的关键问题，由此展开深度探究的活动。比如：在学

习《什么是周长》这一节课中，学生已经基本认识了一些立体图形，具有了一定测

量线段长度的经验，但是有部分同学能基于直观认识“周长”，却对于“周长”这

一概念知之甚少，基于此，教师设计了“说一说”、“描一描”、“测一测”、“拼

一拼”这四个环节展开教学，从“什么是周长”谈话引入问题，让学生说一说什么

是周长，寻找生活中周长的例子，描述周长，这是“知道周长”的过程，然后描一

描老师所出示图形的周长，明确周长的概念，这是学生自主建构“周长”概念的过

程，先判断其是否有周长，再描一描周长，对周长进行感知，从生活概念的“一周”

导入到图形“一周”的认识，学生的感知逐步深刻；学生认识了周长以后，就要测

量周长，这也是学生建立起“周长”表象的关键环节，用直尺可以测量数学书的周

长，用绳子可以测量树叶的周长，学生在这一环节认识到周长是可测量的，但要用

合适的方法进行测量，同时渗透化曲为直的数学思想，最后，拼一拼图形，辨析、

判断周长的长短，让学生发现图形的大小和周长没有关系，整体来看，这位教师从

概念的引入、概念的理解、概念的巩固，步步深入，通过创设有意义的学习情境，

突出数学思考的含量，有相应的思维推进层次，实现学生思维的飞跃。

另外，在深度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探究过程一深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教

师要注意对时间的把控，安排好课上课下的任务，课上展开主要内容的学习，小组



第四章 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进一步深化对策

43

活动要任务清晰、分工明确，尽量节省时间，课下要求学习者自主预习、进行自我

评估等等，在课前了解学习者已有的经验，不是所有内容都要讲授，要根据学习者

情况，灵活安排。

4.4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开展持续性评价活动

深度学习注重以学习任务和问题情境为依托，以学习者为主体展开教学活动，

以多样化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展示学习成果，以持续性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所以，教学评价在深度学习中显得尤为重要，教师的评价语言就像钥匙能打开学生

心灵的窗户，向种子一样埋藏在学生的心底，评价学生的数学学习，既要重结果，

更要看过程，教师要充分展现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让学生经历结论的形成

过程，以促进学习者发展为宗旨，基于具体内容灵活选择评价方式，暴露学生的思

维过程，实现思维可视化，针对具体的学习内容设计评价量表，在学习中注重过程

评价，一段学习后，及时进行终结性评价，有明确的结果，实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更好地适应学生深度学

习的需要，在每一节课的设计中，优化学科结构，强化自身反思，加强教育研究，

实现教学目标具体化、教学内容整合化、教学策略多样化，教学评价多元化，教学

时间弹性化，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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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将核心定位于深度学习理念，旨在改变目前学生存在的低效学习的现象，

以便更好地将深度学习理念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去。基于运用深度学习的小学

数学课堂，笔者发现了如下问题：在教学目标上还是停留于低阶目标、教学内容方面

预设过度课堂开放性低、教学策略往往忽视学生积极体验以及教学评价仍然是以单一

知识评价为主。经过分析，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主要有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不强，缺乏

良好的学习方式、教师对学情的关注度不高，忽略了学习者的主体诉求、以及学校培

养目标定位模糊，忽视关键能力的培养三个方面。于是笔者分析了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课堂教学的应然表征和设计依据，据此提出了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设计思路，

以期能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应用深度学习理念提供一些思路，并且以除数是整数的

小数除法这一节课进行实践研究，通过对课堂实践效果的分析，提出了完善小学数学

深度学习课堂教学进一步深化的对策。通过在实践中贯彻深度学习的理念，一方面希

望能引起师生的重视，提升教育整体质量，另一方面也能为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提供

一些参考，推动深度学习相关研究的纵深化发展。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笔者所在的实习学校，所以对于当前运用深度学习的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问题分析不够全面、客观；对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教学设计的应用，本研究

并没有将其进行大量的实践研究，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跟踪和反馈，这还需要日后进一

步的完善。总的来说，本研究依然存在着不足，缺点与遗憾在所难免，笔者将不断提

升自身的研究素养，希望在之后的学习中继续完善这些不足，让更多的学者与一线教

师充分了解并尝试运用深度学习这一理念，致力于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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