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数学

Ｉ 学科教育 与教学
Ｉ

利用多錄征加深对麟的理解
？鲁静华 ＊

摘 要 ： 概念的学习是小学数学学习的基础 ， 对理解小学数学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 。 在教学中 ， 教师要引

导学生认同概念的产生价值 ， 关注概念的本质特征 ， 经历概念的形成过程 ，
重视运用书面符号表征、 图形

表征 、 相关情境表征 、 实物操作表征、
日常语言表征等多元表征形式加深对槪念的理解 。

关键词 ： 小学数学 多元表征 概念 学习方式

小学数学学习是从槪念开始的 ， 概念的

学习是小学数学学习的基础 ， 对理解小学数

学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

小学阶段学生要掌握的概念有近 ５００个 。 小

学数学的教学内容是由
一

个个槪念串联起来

的 ， 因此 ， 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些槪念 ， 尤其

是一些重要概念或核心概念 ， 是学生学习数

学的基础 。 在实际教学中 ，
教师存在对槪念

教学重视不够、 理解有偏差等问题 ， 只是让

学生记住一些概念的定义 ， 没有真正理解概

念 ， 导致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 那么 ，

教师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槪念教学 ， 帮助学

生理解概念呢 ？

一

、 概念学习与多元表征之间关系

张奠宙在 《小学数学教育槪论 》 中指

出
，

“

数学概念是客观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

间形式的本质属性在人们头脑 中的反映 ， 它

是用数学语言和符号揭示事物共同属性的思

维形式 。

”

槪念需要解释事物的本质特征 ，

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 所以

我们在进行教学时 ，
要引导学生认同概念的

＊

鲁静华 ， 北京市順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 ， 中学高级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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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价值 ， 关注概念的本质特征 ， 经历概念

的形成过程 ， 要重视运用多元表征加深对概

念的理解。

概念一般由名称 、 例证 、 特征 、 定义四

部分组成 。 在小学数学教科书上 ，

一些概念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 这是教材编写者为

解决概念的抽象性和儿童思维的具体形象性

之间的矛盾而采用的办法 。 例如 ： 六年级学

习
“

圆
”

的概念 ， 数学书上并未给出 明确的

概念 ， 而是让学生通过观察
一些外形是圆形

的实物 ， 从中抽象 出
“

圆
”

，
积累感性材

料 ， 引领学生逐步认识圆的特征以及内涵 。

在抽象的概念和学生学习方式 、 认知特点之

间架起
一

座桥 ， 就是借助多元表征的方式 。

表征是用某
一

种形式将事物或想法重新

表现出来 ， 以达到交流的 目的 。 我们可将学

生对概念的表征归纳为五种主要类型 ， 即书

面符号表征 、 图形表征 、 相关情境表征 、 实

物操作表征以及 日常语言表征 。 就上述五种

表征而言 ，

一

个概念被理解的程度取决于五

种表征之间关联的丰富性、 稳定性 、 强度与

自洽程度 ， 以及表征意涵的正确与否 ， 甚至

是相应表征的存在与否 。

⑴

二、 利膝

（

－

） 重视相关情境表征
，

学ｍ

小学生学习数学槪念 ， 离不开感性的材

料 ， 需要情境做支撑。 好的情境是小学生学

习数学的
“

承重墙
”

， 有了情境做支撑 ， 学

生的数学学习才稳固 ， 才能沟通数学知识间

的联系 。 另一方面 ， 好的情境为学生提供学

习 的资源和活动的线索 ，
帮助学生加深概

念理解。 好情境来源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

境 ，
既有学校 内的 ， 也有学校外的 ：

既有

学生熟悉的故事、 动画 等 ， 也有未知有趣

的事物 ：
还可以是教师平时收集的有利于

学生学习 的素材等 。 情境往往伴有好的问

题 ， 能够激发学生思考探究的兴趣 ， 让学

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 ， 理解槪念 ， 体会

数学的本质 。

例如 ，

一年级学生在认识
“

位置 与 顺

序
”

时 ， 关于认识
“

左和右
”

， 需要教师提

供丰富的生活和活动情境 ， 帮助他们体验空

间方位 。 儿童对空间方位的表征有三种形

式 ：

一是 自 我 中心的表征 。 如 ， 教师设计

“

请举起你的左手 ； 用 你的左手摸摸左耳

朵
”

， 在这样具体的情境下感知方位。
二是

自然标志的表征。 如 ，

“

请结合图演示
‘

上

楼梯 ， 轻声慢步靠右行
’

该怎样走
”

。 三是

去 自我中心的表征 。 如 ，

“

某某同学的左边

是谁 ， 右边是谁 ， 这是哪个同学 ？

”

在具体

情境中理解
“

左、 右
”

， 丰富对概念内涵的

理解。

（ 二 ） 实物揉作雜 ， 碰数学賴

布鲁纳认为 ， 在人类的智慧生长期中 ，

有三种表征系统在起作用 ， 即动作表征 、

表象表征 、 符号表征 。 在动作表征中 ， 儿

童的思维必须借助于实物或具体物的 实际

４６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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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学科教育 与教学
Ｉ

操作活动达成 。 因此教师在进行概念教学

时 ，

一定要充分利用具体的学具 、 直观实

物或半直观模型进行操作 ， 以帮助学生加

深对概念的理解 。 实物操作的 背后是对数

学概念本质的把握 。

实物操作活动 中 ， 教师要精心设计活动

层次 ， 围绕概念的本质进行设计 ， 围绕学生

对概念 的混淆之处进行设计 。 操作学具不要

复杂 、 数量不要过多 。 学生操作之前 ， 教师

想
一

想这个操作活动是不是一定要有 ， 与概

念理解的关 系在哪里 。 例如 ， 北京市顺义

区裕龙小学的崔晓纯老师教学
“

周长
”

概念

时
， 为帮助学生理解

“

周长
”

概念是封闭 图

形一周的长度 、 周长形状多样 、 周长的测量

需要化 曲为直等内 涵 ， 设计了让学生动手操

作的活动 。

１ ． 先量一量手 中的铁丝有 多 长 ，
然后 围

成一个首尾相连的封 闭 图形 。

（ 教师展示学 生作品 ， 明 确 首尾相连 的

意思
，
如图 １

， 是不合格的作品 。 ）

图 １

２ ． 展示学 生合格的作品 。

３ ． 同 桌 两个人选择手里 的一个 图形 ， 把

它调 整成首尾相连的封闭 图形 （ 图 ２ ） 。

４ ． 请 两个 学生一组 ， 选择一个 围好的 图

形 印拓在 白 纸上
，
想想所 画 图形 的 周 长指的

是什 么 ？ 它 的 周 长又是 多 少呢 ？ 写 在 图 形的

下 面 （ 图 ３ ） 。

４Ｓ ｃｉｒ
＼

图 ３

通过以上环节的操作 ， 学生已经深刻理

解
“

首尾相连
”“

封闭 图形
”“

周长
”

的槪

念 ， 这种借助操作实物完成的教学 ， 学生学

得轻松 ，
理解容易

，
易于接受。

（ 三 ） 重视图形表征 ， 促进数学理解

学生学习概念时借助 图形表征 ，
既可以

直观地理解概念 ， 也可以通过图形表述出对

概念的理解 。 学生借助 图 形表征能力的强

弱 ， 直接影响着对概念理解的程度 。 例如 ，

一

年级学习
“

＞
、
＜

、

＝
”

号 ， 学生结合 自

己的理解用 图表示出在同类事物比较时 ， 除

了有同样多的部分 ， 还有 多 出来的部分 ， 用

“

＞
”

表示 （ 图 ４ ） 。 这里既有学生对数的概

念的理解 ， 也有对数的意义的理解 ， 体现出

他们具有 良好的数感 。 概念通过 图形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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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就不只是简单地记住
一个符号 。

学生会用丰富的想象力表达他们对抽象

概念的理解 。 如
一

年级学习减法时 ， 学生通

过 图 画表达 出他们眼中 原来与现在的数量关

系变化的情况 （ 图 ５ ） ，

“

减法
”

这个概念不

再是
一

个词 ， 而是一个具体的情境。

图 ５

（ 四 ） 重视书面符号表征 ， 促进数学理解

符号本身就是在理解基础上抽象产生出

来的 ，
理解的程度越深 ， 符号表征越简洁 、

清晰 。 在对同
一槪念的理解过程中 ， 学生用

符号表征也要经历由浅入深 、 由复杂到简单

的过程 ， 其中伴随的是对槪念的本质属性的

４ ８ 丨
２０ １ ８ ．Ｍ下 ）

理解 。

例如 ， 学生学习完求长方形的周长 ， 再

学习 求正方形的周长 。 教师不用讲解做法 ，

也不用急于让学生知道公式 ， 更不能因 为知

识简单而忽略关注学生对
“

正方形周长
”

槪

念的理解 。 面对 图６
， 学生有三种做法。

图 ６

第
一

种 ：
５＋５＋５＋５＝２０ｃｍ ， 各边依次相

加。 学生理解 了周长概念 ， 没有真正理解正

方形作为特殊图形所独有的周长特征 。

第二种 ： （
５＋ ５

）ｘ ２＝ ２０ｃｍ ， 是根据图

形的特征进行的简便计算 ， 受到长方形周长

影响 ， 能迁移但没有真正内化并找到知识间

的联系 。

第三种 ：
５ ｘ ４

＝
２０ ｃｍ ， 由 正方形的特

征——四条边都相等 ，
联系到乘法的意义得

出正方形周长的做法。

教师通过书面符号表征 ， 便可读懂学生

对概念的理解情况。

（ 五 ）
重视曰常语言表征 ， 促进数学理解

语言表征是学生思维条理化 、 概念内化

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它往往伴随着操作表征 、

符号表征 、 情境表征
一同出现 。 学生在表述



概念内 涵时 ， 经历从重复无序到简洁有序的

语言表征过程 ， 同时还能以 自 己的语言表述

概念的 本质 ， 在这个过程 中对槪念的价值产

生认 同感 ， 最大程度地唤醒学生原有的知识

经验 。 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越丰富 ，
理解新

概念越容易 ， 语言表征的时候也就越简洁 ，

越认同新概念的表述形式。

例如 ， 在学习 乘法之前 ， 学生要先认识

“

相同加数
”

和
“

相 同加数的个数
”

这两个

概念 ， 经历了大量算式的比较 、 探究 ， 对于

６＋ ６＋６＋ ６＋６这个算式 ，
学生的表述 由

“

６加

上６加上６加上６再加上 ６
”

到
“

５个６相加
”

这

样的语言表征的过程是理解乘法概念 内涵的

一个必然的过程 ， 对认同乘法的价值是有很

大帮助 的 。 这种符号表征在不 同 的学 习 内

容 、 不同的个体上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 ， 需要

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 ， 尽量采用 多元表征

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

三 、 沟通多元表征间联系 ， 促进概念

理解

教学中 ， 教师在采取 多种表征方式帮助

学生理解概念时 ， 需要引导学生找到各个表

征之间 的 自 洽性 ， 不是突出哪一种表征而抑

制其他表征的作用 ， 而是五种表征之 间能 自

由地转换 。 年级不同 、 知识内容不 同 ， 五种

表征之 间呈现的顺序和侧重点也就不 同 。 同

时 ， 应该在感受大量的生活实例、 模 型 ， 经

历观察 、 分析 、 比较、 归纳 、 操作等数学活

｜
学科教育 与教学

动过程中 ， 把那些不容 易被学生理解的词

语
， 用具体的实例或实验操作等方法加以 归

纳 ， 让抽象的东西变得更加直观 、 更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 ， 从而降低概念教学的难度 ，

让学生顺利接受。

（

一

） 表征之间找联系

学 习一个槪念时 ， 不同的学生会根据 自

身学 习的特点 ， 倾向于某种表征形式 。 教师

在组织学生交流之后 ，

一

定要帮助学生在不

同表征之间 做比较 ， 发现内在的联 系 。 首先

是不同表征都表 ７５同
一

个结果 ， 也是从 不同

的 角度做 了验证。 其次是不同表征之 间 各有

所长 ， 互为补充 ， 帮助学生认识到各种表征

的特性。

譬 如
， 学 习 乘 法 意 义 时 ，

创 设情 境

“
一

共有 多少个书包 ？

”

 （ 图 ７
） 。 学生对

“

３ ｘ ６
”

的几种表征形式 ， 如语言表征
“

３个

６
”

或
“

６个３
”

，
操作表征的摆

一

摆 ， 图形表

征的形式呈现 （ 图 ８
） ， 符号表征的

“

３＋３＋

３＋３＋３＋３

”

和
“

６＋ ６
＋ ６

”

， 这几种表征之

间 要有沟通
，
核心就是

“

有相 同的几份
”

。

沟通之后 ，
学生在解决 图９的题 目 时才能够找

到众多表征之 间的 自洽性关联。

ｒ． 國國酬Ｓ
閑Ｍ

￣

ｒ^
＼

［？」 ｍ

圓 ｉ Ｌ
Ｌｐ

＾Ｊ

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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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连一连 ， 再回答 问趙

哪个 ＊ 子上的 蛋杈 多
？

；

图 ９

（ 二 ） 通过非标准变式找联系

在教学实践 中 ， 概念的本质 属性越明 显

则学 习越容易 ， 因此掌撞同类事物共同的关

键特征是最重要的 。 学生往往会关注事物的

大小、 形状 、 颜色 、 位置等外在特征 ， 这些

也成为学生学习 的干扰 因素 。 运用有效的变

式练习 ， 帮助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 ， 这

是小学阶段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

譬 如 ， 认识梯形时 ， 学生接受的梯形的

一般样子是上底短 、 下底长 （图 １ ０ ） 。 对于

图 １ １的梯形接受困难 。 学生心中的梯形的上

下底是以长短来命名的 ， 实际梯形的上下底

是以方位来命名 的 ，
上面的无论长短都是上

底 ， 相对的就是下底 。 图 １ ２这种梯形摆放可

以旋转后得到图 １ ０
、 图 １ １的形状 。 有了这种

变式练习 ， 学生在解决 图 １ ３的问题时 ， 就不

会出现
“

图 １ ３ 中的阴影部分不是梯形
”

的认

识了 ， 不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Ｑ
图 １ ０ 图 １ １

图 １ ２ 图 １ ３

标准 变式有利 于学生对槪 念的准 确把

握 ， 但容易限制学生的思维 ； 而利用非标准

的变式 ， 可以突 出 概念的 本质 。 变式的练

习 ， 能够帮助学生找到 各种表 征之 间 的联

系 ， 把握槪念的本质属性 。

概念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

选择多种表征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概念 ， 对学

生学习影响深远 ， 有利于提升学生理解抽象

事物、 把提事物本 质的能力 ， 培养学生的抽

象能力 、 推理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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