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思考在每个数学学习步骤及环节中都得到了应用和

贯穿，能够做到与数学技能同步，即能够促进学生数学技能水

平提高，而学生在使用数学技能的同时也在进行数学思考，所

以很多教师都会在学生进行数学思考时对学生进行数学技能

培养，对学生进行数学技能培养时又引导学生进行数学思考，

以同时锻炼学生的数学思考能力及技能。常见的学生数学思

考方法包括归纳类比法，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

找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完善[3]。

（三）数学交流

数学交流，简而言之就是利用数学语言对数学认知进行

表达的过程。常见的数学语言包括数学符号、数学文字、数学

图像和数学公式等，它能够使学生的数学思路更加清晰，并且

能够熟练地与他人进行数学知识上的交流。数学交流这一数

学核心素养主要体现在数学交流能力方面，即学生与他人合

作学习数学、进行数学知识讨论的能力，使自己的数学想法能

够条理清晰地阐述出来。

（四）数学应用

数学应用实质上是指学生能够对数学技能及方法进行熟

练应用的过程，使学生在这些数学技能的支持下解决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从而实现对学生数学实践能力及综合能力的培

养，最终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熟练地应用数学知

识。也就是说，要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掌握数学技能和知识，

而不是只让学生一味地去背诵课本上已有的知识[4]。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学核心素养在新课改背景下不断

得到了重视与关注，并成为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必须具备的

素养，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数学核心

素养培养，以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水平、运算技能及数

学修养等，从而提高小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及素养，促进小学

生数学知识水平及实践能力的提高。在进行小学数学核心素

养培养之前，教师需要对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进行

了解，以保证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高效性。基于此，笔者基于

数学核心素养的理解，探讨了构建小学数学素养的主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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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地处城郊，生源差异显著。在这样的班级中用“同作

业、同练习、同评价标准”的作业，致使优生对作业“没兴趣”，

认为作业没有挑战性，又使得学困生在“云里雾里”完成难消

化的作业，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挫伤了学生学习兴趣，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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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作业没有发挥巩固和查漏补缺的作用，严重限制了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因此，我们开展了小学中高年级数学练习、

作业分层策略的课题研究，现将在近半年分层作业设计、实践

研究中的策略与具体做法分享如下。

一、练习、作业分层设计的前期工作

（一）学生的合理分层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各方面的测试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基

础上，根据我班教学实际情况及学生的具体差异，把学生合理

地分为 A、B、C 三个层次。C 层学生有较强的智力因素，思维

敏捷，接受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强，具有较强自主探究、解决问

题的能力；B 层学生智力因素比 C 层稍欠缺，上进心不强，学

习成绩不稳定，他们学习潜力最大；A 层为接受能力差，作业

困难的学生。A、B、C 分配比例按全班人数的 1：2：1，同时给学

生强调这一层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根据学生的练习、作

业的完成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如 A 层作业的完成质量好能达

到 B 层的水平可以升到 B 层，同样 B 层学生也可以通过努力

升入 C 层。这样对学生分层的动态调控，激励学生天天进步、

月月成长。

（二）练习、作业分层设计的题目与要求

在练习与作业的设计中我尽可能多地考虑和照顾到每个

层面的学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

展，为 A 层学生设计基础巩固练习，为 B 学生设计变式的提

升能力题或综合发展，为 C 层学生布置开放性的发展练习。

为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还要引导学生除了按要求完成分层

作业，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作业内容

和形式。

二、练习、作业分层设计的案例分析及设计流程

为了照顾差异，体现分层作业的设计，在教学六年级上册

“圆的面积（二）”时，我精心设计了这样的三类分层练习、作

业，供学生自选完成分层练习、作业。

A 层为基础巩固题，包括填空和判断练习。在填空练习中

旨在考查已知圆的半径、直径、乃至圆的周长求面积，通过练

习理清半径周长、面积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圆形水池的底面

周长是 157 米，这个水池占地（ ）。判断练习旨在考查学生对

圆的半径、直径、周长与面积的关系。主要是想通过填空和判

断练习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考查圆的半径、直径、周长与面

积的关系。比如：半径是 2 厘米的圆周长和面积的数值是相

等的（ ）；大圆的半径是小圆的 2 倍，大圆面积就是小圆面积

的 4 倍（ ）。本层练习为基础知识的巩固，考查学生基础的知

识的掌握情况。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完成。

B 层为提升能力题，主要考查学生已知圆的周长求圆的

面积、动手解决圆的周长和面积实际生活问题，让学生在练习

中提升能力，达到学习目标。比如：工人师傅给苗圃修了一个圆

形花坛，花池的周长是 50.24 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本层

要求 B 层学生———超越层的必须完成，A、C 层学生选择完成。

C 层为拓展延伸题，通过写数学日记是把学生上课中听

到的、看到的、操作的过程亲自体验到的与数学有关的内容记

下来；学生还可以总结学习内容和对常识的把握水平。教师要

引导学生在写数学日记中进行自我反思，还要在数学日记中

发现自己的不足，同时在整理思维导图的过程中提升了学生

的综合理解能力与概括能力，全面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例如，我设计了结合圆的面积的学习写一篇数学日记或整理

思维导图。本层作业练习旨在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开

放性思维、概括组织、梳理能力。要求 C 层必须完成，B 层尝试

选择完成。

有人说“你给孩子的舞台有多宽，孩子给你的惊喜就有多

大！”在完成这节作业后我感触颇深。学生在课堂上以最快的

速度完成了制定层次的作业，并且尝试完成了自己感兴趣的

作业，他们从圆的各部分的名称到之间的关系、从文字到字

母，一张张图文并茂、涵盖了本单元知识点的知识树跃然纸

上、一张张侧重点不同的思维导图让我惊叹。完成后我大胆放

手选取有代表性的学生作业拍照上传到大屏幕上让他们上台

展示交流，有的学生作业是简单的对知识的罗列，有的学生的

作业是形成性知识的推导，更为精彩的是知识之间的网络结

构，和对重点知识的重点介绍。学生在展示中理清知识的联系

和区别，捕捉领会到整理的方法和策略，体验到自主整理的快

乐和意义，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练习、作业分层设计的感悟与反思

在分层练习、作业近一学期的设计和实践中，我认为分层

作业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练习、作业的积极性。学生的自主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创新意识得到了提升，学生习惯、意

志态度、兴趣等得到了良性的发展。但是，我在进行作业分层

设计的尝试与研究中，由于受个人专业知识和水平所限、加之

教学任务繁重，目前只设计出了数与代数领域和图形与几何

领域的部分课时的分层作业，并且作业的设计在内容和形式

上对层次的把握还欠缺，还不能完全适应各层学生核心素养

的提升。不过我有信心在不断学习与实践中会探索实践出适

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层作业最终形成比较完备的分层

作业题库，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分层作业管理模式，为学生一生

的成长与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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