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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数学绘本教学的缘起

“绘本”起源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在国

外多被称作“picture books”（图画书）或者“picture
story books”（图画故事书）。 它以连续多幅的、配

以简短文字的图画形象画面为载体蕴藏情节，生

动地讲述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生活或是虚拟 的

故事。

数学学习对从幼儿园到刚入学的孩子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强烈的学习生活反差，让孩

子们一开始对抽象枯燥的数学难以适应。 我校低

年级数学教研组为了转变儿童数学学习状态，从

儿童爱看绘本故事的特点出发，尝试开发数学绘

本故事。 他们选取现成的绘本小故事，扩展或者

增加有关认数或者计数的情节， 让儿童观察 图

画，借助形象感受情节，在领略小故事的过程中

学习有关数学知识， 从而改变了数学学习方式，

提高了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1]形成了饶有特

色的低年段数学绘本教学。

我们运用的 数学绘本故 事一般具有 这样几

个要素：一有连续多幅的图形，形象生动；二有情

节，引人入胜；三把数学知识和要解决的问题寄

寓在富有童趣的故事中， 散发出浓郁的数 学味

道。 老师们尝试将数学知识融入绘本进行教学，

以此改变小学生以往的数学教学方式，努力让数

学绘本故事成为一种适合低年级儿童的数学 教

学方式， 使低年级孩子能尽快适应小学生活，享

受学习数学的乐趣并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二、小学数学绘本的教学策略

如何处理和 运用数学绘 本进行教学 是个新

问题，需要探索其实施策略。 我们以不增加学生

学习负担为前提，将数学绘本故事与数学这一国

家课程有机融合，根据教材编排顺序，将绘本内

容适时地嵌入儿童的国家课程数学学习中，试图

从内容安排、手法变换和结构衔接等方面探索合

适的教学策略。

1.在教学内容上，处理好故事形式与数学知

识实质的关系，采取挑选、改编和结合创新的方
法，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数学绘本教学趣味性强，但如果我们一味迁

就儿童趣味，为绘本而绘本，就失去了其本质的

意义和教学使用的价值。 为了彰显数学绘本教学

中数学内容本身的重要性， 我们采取的做法是：

一，实行挑选和提炼绘本故事，使之可以容纳和

突出其中的核心数学知识，并合理穿插在教学进

度中，能够与数学教学内容紧密配合、有机衔接。

其二，对于现有的低幼绘本故事，进行积极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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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在故事和形象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增添或者

删除有关枝节性的细小情节，镶嵌进合适的数学

元素。 其三，从数学教学的需要出发，进行积极的

创编，甚至改变绘本故事原先的主题思想，使之

契合相应的数学教学目标。 [2]

例如开学第一课，我们就给孩子们介绍金龟

子奋力垒粪球的绘本故事，创新地变化为《同心

协力的金龟子》，介绍小动物金龟子互相比赛，由

单打独斗到相互同心协力，又快捷、又轻松地垒

出粪球。 在有趣的故事中，学生既学习了十以内

数的认识和大小、多少的比较，还很好地渗透一

一对应的数学思想。 这就使得儿童在入门性认数

和计数学习中，避免一味单调地读、写、认枯燥的

数字，而是在看形象图画、听生动故事中轻松完

成认数和识数，学会数的比较。

2.在教学方式上，处理好绘本感知与动手操

作的关系，在故事讲述和插图观察中增加操作与

扮演，强化活动经验积累和数学感知体验。

教师充分运用绘本，以数学思想引领数学知

识的学习探究，课上引导学生阅读、思考、操作和

交流。 让学生通过读一读、想一想、拼一拼、说一

说等实践活动， 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数学知识，形

成技能，培养积极的学习情感。 运用绘本开拓数

学视野，还尝试将绘本教学作为国家课程教学的

课前课、课中课和课后课一一对接。 比如，二年级

“认钟表” 教学之前， 我们给孩子们讲绘本故事

《精灵的奇幻旅程》，为“认识钟表，借助活动教学

一天时间的认识”做好铺垫。 这就将绘本故事的

表达借助活动讲解、投影形象的图片，让学生获

得形象化感知。 [3]

同时， 数学绘本教学中我们注意体现 “做数

学”的有关思想，根据具体故事情节，增设学生操

作和角色扮演环节， 强化儿童对数学绘本的切身

体验，全身心沉浸在绘本数学学习之中，进一步理

解数学内容， 增强绘本所含数学知识的学习理解

效果。 比如，配合“平面图形的初步认识”一节内

容，我们给儿童生动地讲述了《巨人的拼布被》的

绘本故事。这一绘本故事运用形象的投影，塑造了

乐于助人的巨人形象。 故事中的巨人拼凑各种形

状的细小布块，缝制成为巨大的盖被，再在人们遇

到诸如粮袋破了、雨伞面被风刮飞了，旗子被刮没

了等困难时，能够毅然剪下自己的巨被布料，献给

困难中的人们，帮助人们缝补用具，解决各种生活

困难。 这使得巨人自身盖被破坏， 睡觉着凉而生

病。 后来被帮助的村民知道后， 又反过来献出衣

被、布料帮助巨人再次拼凑、缝补巨被。

课堂的高潮是扮演村民的几十名学生，被巨

人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染，一起用较小图形的布

块为需要保暖的巨人拼补、缝制出大被子。 学生

积极地开动脑筋，找到多种合理的图形拼法。 孩

子们在听受和观察后，通过动手剪拼操作，扮演

故事中的不同角色，想办法自己动手取用和拼剪

各种形状的纸片，兴致勃勃地完成各种不同图形

的拼接，强化数学学习技能的体验。 课堂教学中

儿童与绘本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动手动脑，进入

角色，践行着各种图形的选用与拼接，加深了对

长方形，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等图形的切身感

知和操作体验，深化了对所学图形特点的认识理

解。

3.在教学结构上，处理好故事情节与数学问

题解决的关系，满足儿童的情感发展需求。

数学绘本教 学除了增加 数学趣味和 思维含

金量，使教学更好地符合小学生的数学知识基础

和技能掌握实际外，还需要重视故事情节交代的

完整，使得学生在绘本故事领略中，不但能学到

数学知识和本领， 还能够在引入入胜的故事中，
获得情感的满足和发展。 当然故事情节是外壳，

而数学意义和问题才是数学绘本的实质。 但在引

导和营造数学的问题情境，进入解决数学问题过

程后，课堂的教学活动不应丢开绘本故事，而让

学生感觉缺憾，似乎意犹未尽。 这时交代故事情

节的后续发展， 是课堂自然流畅的教学需要，也

是满足儿童自然情感的心理需要。

比如， 在有规律的周期排列知识教学中，我

们插进《小刺猬的项链》的数学绘本课，讲述小刺

猬拉亚因为浑身长刺，使得伙伴不可接近，因而

缺少朋友，他很孤独痛苦。 于是，他就编制美丽的

项链，分送给其他小动物。 因为他学会了有规律

地排列不同颜色的珠子，他的项链得到小动物的

喜欢。 后来他的项链不但在颜色上变化，还能运

用向日葵、莲蓬、喇叭花等物品来有规律地排列

编制，送给更多的小动物。 再后来，拉亚还能运用

周期排列找出迷宫路线的分布规律，带领伙伴儿

们走出复杂的迷宫。 这样，小刺猬拉亚的朋友越

来越多了，他生活得很快乐。 这样的故事结局的

交代，不但有机地把有序排列的数学现象，由数

到色到形，灵活变化排列形式，而且引导了孤独

无友的小刺猬，改变命运的结局。 这让小学生感

觉绘本故事合情合理， 也符合他们的心理需要。

他们都受到了努力学习， 找出排列的 周期性规

律，就能心想事成，改变生活境遇的渗透教育。

三、关于小学数学绘本教学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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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教育就是顺其自

然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

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

天底下最好的教育！”数学绘本教学将数学学习融

于绘本故事的画面情节之中， 有利于促进儿童主

动学数学，发展他们积极的数学学习情感。

1． 绘本教学顺应了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深

化了儿童对数学的理解

（1） 数学绘本教学注重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为儿童搭建了从感性走向理性的桥梁。 传统的数

学课堂往往过于偏重数学知识的系统阐述，以成

人的口吻把数学知识抽象、浓缩、呈现在儿童面

前，忽视、淡化了知识产生的过程，给儿童在理解

和应用知识上带来困难。 数学绘本教学将数学知

识的产生和获得过程，巧妙地融入形象有趣的小

故事讲述之中。 立足于儿童的知识基础、生活经

验和思维特点，使得数学与儿童生活实际发生密

切联系，帮助儿童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思考。

（2） 绘本用童趣 化的故事承 载 数 学 思 想 方

法，积淀活动经验。 数学绘本的表现形式是绘本，

其本质仍然是数学。 它是利用童趣化的故事，发

展学生的数学认知和情感。 绘本故事是数学知识

的载体，借助数学绘本，教师用数学思想引领知

识教学，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参与数学活动，积累

数学活动经验。 数学绘本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

借助数学绘本故事的阅读、操作、思考和交流，动

态地学习适宜的数学知识。
（3） 数学绘本寄寓人文精神发展儿童情感。

吸引儿童、贴近儿童，容易引发儿童积极的学习

状态和情感共鸣。 绘本教学既让课堂散发知识和

智慧的味道，使得认知和情感有机融合，让严谨

的数学课堂散发出浓浓的“爱”的温情与智慧思

维的碰撞。

2．绘本数学推动教师转变观念，有力推动专

业提升

（1）运用数学绘 本使得教师 教学从“照本 宣

科”走向“创造有为”

创造性的开发和使用数学绘本，使得师生摆

脱了教材“文本”的束缚，获得更大的教学空间。

让教师在数学教学中，由过去的“依本而教”，变

为“编本而教”。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考虑题材、情

节、数学知识点、图形投影等一系列问题，教学中

教师的视野开阔了，用武之地大了许多，这让他

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变得

有所作为。

（2）运用数学绘本教学让师生关系从单向传

递走向共同合作

数学绘本教 学使得教师 从高高在上 的讲台

上走下来，深入儿童，从儿童出发，关注儿童主动

学习数学，变知识的传授者为故事的欣赏者。 在

绘本故事的课堂展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需要共

同合作，展现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与命运，感受和

提炼数学问题及其思考。 师生在绘本的数学问题

中会共同探寻，声息相通，休戚与共，同气相求。

这就促使教师俯视儿童，蹲下身子，成为了儿童

欣赏故事、学习数学的合作者和学习伙伴。 面对

数学绘本故事，师生在教学中共同演绎故事主人

公的命运，合作进行点数推理、列式计算、画图操

作等共同的活动，结成了课堂共同体，平等的师

生关系得以确立。

（3）运用数学绘本促使教师从教学者变为研

究者

在绘本开发和运用的过程中，教师是作为一

名儿童研究者和教学的研究者角色而存在的，他

们需要研究儿童的需求、兴趣、认知水平，这就改

变了教师过去只关注数学教材，而不注意关注儿

童的弊端，能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儿童，走进

儿童的世界。 数学绘本教学推动教师对儿童的研

究，驱使教师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考虑

儿童认知和情意的发展需求。 同时，在数学绘本

教法改进上，教师需要考量儿童的接受和理解的

特点和阈限，要研究儿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

交替与融合形式， 钻研数学教材与 绘本的结 合

点，改进教法要求兼顾形象的鲜明性和数学知识

的突出性，研究儿童的形象理解和动手操作的可

能性。 所有这些都让教师感受到一种真切的客观

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绘本故事中蕴含着数学，蕴含着思想，蕴含

着智慧。 如果把数学教学看作一座美妙的花园，
那么数学绘本无疑就是这花园里灿烂的一朵。 数

学绘本故事是数学教师奉献给漫步 在数学花园

里的低年级儿童珍贵的礼物，它为低年级儿童的

数学学习打开一扇窗，营造出一道美丽的数学学

习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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