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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核心素养理论下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构建和教学策略研究 

 

摘  要 

 

数学核心素养是学生学习数学应当达成的有特定意义的综合性能力,教育生态学是

一门运用生态学原理来研究教育从而揭示教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科学，它为小学数学课堂

的构建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研究对小学数学课堂中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影响数学

生态课堂的相关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同时展示了一些教学实录。

聚焦核心素养，构建生态课堂，在设置问题情景和探索活动的过程中，积极地引导学生去

自主探究数学知识，能够在活动中去收获学习数学的乐趣。坚持基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

存在的真实问题而开展数学教学的引领，并引导学生积极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析数

学问题。这一过程能够让学生学会通过自我的活动和探索去构建数学的思维，能够以数学

生态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本文借助问卷调查，结构性深度访谈等方法，以本区小学作为研究内容，分析验证

了数学生态课堂的相关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学生经历数学活动与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并

不平等，教师，学生，方法资源三者之间的不平衡等。基于此，本文站在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角度，充分结合丰富的生活现象，紧抓生活的数学教学实例，提出了构建数学生态课堂

的教学策略。同时深度探索教材中教育因素的创新点，把数学核心素养中的数学抽象，逻

辑推理，应用创新意识，建模思想等充分结合起来，使数学课堂充满生命和活力，提高教

师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力。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 ，数学核心素养 ，基本活动经验 ，教学策略 

 



 

II 

Research o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cological class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theory of core literacy 

 

Abstract 
 

Core mathematics literacy is the specific meaning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when students 

are learning mathematics . The education ecology is a branch on the theory of ecology to study 

education so as to reveal the education law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science, it 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 and it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This 

research analyzi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 and obtains th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cological mathematics class, and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it shows some mathematical e teaching activity. 

Focusing on core literacy and building ecological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problem scenarios 

and exploring activities, teachers guide students actively to explor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dependently,and students can gain the fun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in the activities.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thematic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guide students to find problems actively, and put forwards problems and 

analyze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rough this process, students can learn to build mathemat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ir own activities and exploration, and can view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hematical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verifies th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thematical ecology 

clas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structural in-depth interview and other methods, and the 

primary schools in my district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y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unequal accumul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and basic activities, and the imbalance 

amo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method resourc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ng 

mathematical ecology class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combination of rich life phenomenon and cling to the  teaching examples in the life.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explores innovative education factors in the textbooks deeply, and combines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logic reasoning with application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modeling 



 

III 

ideas ,and makes mathematics class full of life and vigo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y of education ,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 Basic activity experience,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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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学是一门具有良好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学科。它是在从抽象概况逐渐到形成方法

及理论最后进行广泛应用的过一个程。数学知识需要依循学习过程中数学的个性和

特点，并通过连续分析，综合计算和判断推理来完成。因此， 整个学习过程是一个积

累数学知识，掌握应用和内化方法的过程，同时，还要不断培养和提高数学思维的质

量。更为重要的是，严格的数学执行秩序，数学知识的内在的逻辑以及数学方法的多

样性是提高数学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几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培养和形成良好

的数字意识，同时并加强数学思维方法的培养，真正培养学生探究数学的能力和评估能

力，以及要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充分培养数学的情感体验价值，构建和谐美好的数学

生态课堂。聚焦核心素养，构建生态课堂，在设置问题情景和探索活动的过程中，积极

地引导学生去自主探究数学知识，能够在活动中去收获学习数学的乐趣。坚持基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所存在的真实问题而开展数学教学的引领，并引导学生积极地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和解析数学问题。这一过程能够让学生学会通过自我的活动和探索去构建数学

的思维，能够以数学生态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2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新课程标准对小学数学提出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2011年，《义务教育数学标准》提出了10个数学核心素养，也就是我们所熟悉

的“模型思想，数感，空间观念，符号意识，数据分析观念，几何直观，推理能力，运

算能力，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数学核心素养是义务阶段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必

须应当要养成的有特定意义的综合性能力。数学核心素养的特点是持久性，综合性和阶

段性。数学基本思想支配这数学和数学教育，而数学核心素养更侧重于学习的更深层次

目标，数学思维方法强调通过在数学过程中使用的操作方法来以此反映某些数学思想，

而数学核心素养更注重的是一种综合能力。数学核心素并不是指单调具体的技能与知

识，也不是普通的数学能力。核心素养反映了数学的本质和思想，是在日常的数学学习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数学核心素养与数学课程的内容和目标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通常

与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密切相关。总体来说在小学数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创新

意识和创新意识是具体和全面的。我们必须注重和培养使学生能正确使用数学思想和数

学方法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包括数学行为，数学

意识，思考问题的习惯等。
1  《义务教育数学标准》所提出的数学十大核心素养是培养

学生的综合数学素质在数学学科中的具体体现，崇尚研究和探索性学习的数学生数学教

学活动态课堂环境,是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保障。聚焦数学生态课堂,落实数学核心

素养的数学教学活动,旨在通过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积累

基本经验、形成基本技能、养成良好数学学习与数学思维习惯,从而生成基本的数学素

养，培养学生的综合性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数学核心素养。 

1.1.2 建设数学生态化课堂的要求 

“生态学”是指在自然环境中生物体和生物体之间建立的动态平衡关系，以及

生物体与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的数学生态课堂是指教师，学生与环境（方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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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多元互动的动态平衡关系。它是一个多层

次的互动，具有多方面自我实现的综合的特征和社会的多样性。它是一个不断发挥潜

力，开拓智慧，创造自我，改善和发展生活，实现数学素养和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学习

场所。数学生态课堂是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注重学生的心理素质，是真

正站在学生角度为学生考虑的课堂，数学生态课堂是教师，学生和环境（方法资源）之

间的多维互动的一种方式。 

数学生态课堂的目的是让学生体验环境的和谐，享受人们的关怀，自由释放他们的

思想和灵魂，为上课的学生营造良好的体验空间，让学生自然，自由，诗意地学习。数

学生态课堂是以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民主高效地管理教师和学生。从结构化的角度来看 

教师，学生，教材，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是数学生态课堂多维结构的基本要素。发展数

学的地方， 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断发展潜能，开放智慧，创造自我，改善数学生

态课堂也是更好地发展生活，全面提高数学素养和生活质量的一个双向活动的过程，它

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师生互动。在数学生态课堂上我们要营造合理的课堂学习情境，让

学生初步感受到数学课堂学习的幸福和快乐，创造合理合适的学习环境，可以积极地提

升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教师要充分利用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站在以学

生发展为本的角度，充分结合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的数学现象，紧抓生活的数学教学实

例，深度探索教材中教育因素的创新点，把数学核心素养中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应

用创新意识，建模思想等充分结合起来，使数学课堂充满生命和活力。在数学核心素养

这个大背景下，充分地将数学生态课堂实施起来，让数学课堂更有活力和朝气，让学生

能够从中感受到数学的无限魅力。
1 

 

1.1.3 目前数学生态课堂在国内小学阶段的开展情况 

所谓科教兴国，教育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发展重点，数学生态课堂这一观念的提出，

让教师和学生能够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教育，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能够改善教学

情境，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当前教育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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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核心素养背景下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之后，之前的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慢慢地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教师教学方法相对传统，学生还是处于被动接受

的状态，课堂教学效率普遍不太高。目前国内各个省市都在积极地想出一些方法和策略

来改变这一现状。比如：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注意学生学习的速度和顺序， 如何放松和

引导学生学习，如何让课堂变成独特的，充满灵动和富有活力的生态场所。在国内各类

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中，都在反映当今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实例，并对这些实例加

以开展研究，分析原因，积极地寻找对策。例如，北仑区的部分学校正在开展以“小学

数学课堂建设与实施研究”为主题的相关课程和教研活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实践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北仑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改革的进程。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倡导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和主动探

究学习方法等因素，也更加重视如何更全方位地提高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示出来的思

维能力，同时也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和学生的综合自主发展能力水平。小学

数学生态课堂的探索和研究将有助于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将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 

 

1.1.4 目前国际上开展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情况 

“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初步提出是在1976年，当时的美国教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

在他的著作《公共教育》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指出“教育生态学是应用生态学的

原理，特别是利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生态平衡来研究教育的各种现象和原因”。在当今

社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各界教育者对生态课堂的实施情况都展示出了极

其强烈的关注程度，各界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了生态教育极其丰富的内涵，他们也纷纷

提出了一些关于生态课堂生态教育的观念，比如“方创琳提出“生态教育”的六大内

容”，就已经指出学生的教育发展是要建立在人 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之上，充分地将一

个人的潜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结合数学核心素养的相关内容，要旨在培养富有应

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学生，要培育全面的，个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生。国外的众多

                                                                                                                                                    
1丁周卫.浅谈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J].教研经纬.论文集锦,2008(2):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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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也都系统地从“教育生态学”这一视角去研究数学教育。总体来说，数学生态教

育的研究已经拉开了帷幕。在当前的大环境之下，众多教育界的相关人士都专注于研究

数学生态课堂的相关教育领域，大家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最优化数学的课堂从而能够提

升学生的数学生活学习的发展。在数学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之下，在教育生态学理论和当

今现代各种先进的教育思想的指引之下， 利用数学生态课堂从而对教学课堂的构建和

学校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都是非常有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的。
1 

1.2 研究目的以及意义 

1.2.1 研究的目的 

1.通过本文的研究，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人性”的和

谐生态教育环境。从学校乃至全区目前的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现状出发，尊重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引导学生从思考探索和活动经验中去收获感知新的数学知识，积极寻找生态

观念与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内在潜在的联系，为改善目前小学阶段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

环境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提出符合核心素养大背景和教育生态课堂角度的教学策略和

方式方法，初步构建目前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模式，同时还要致力于改革小学数学

课堂的教学评价机制，整体提高目前数学课堂的教学效果。 

2.本研究从核心素养的大背景出发，以“教育生态学，基本活动经验，儿童中心

说”等基本理论入手，通过两份调查问卷以及一份结构性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得出目

前小学阶段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情况以及目前的现状，并通过数据分析出目前影响数学

生态课堂开展的一系列因素，并从这些因素出发，研究和提出了改善小学数学生态课堂

的一些教学策略和方法。 

3.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通过

这项研究，北仑区部分学校的数学教学和研究小组的老师们成立了以 “小学数学生态

课程建设与实施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教学模式，提高了数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在课堂

上，教师努力营造和谐，民主，轻松的氛围，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独立探究，合作

                                                 
1 朱开炎.生本教育的生态课堂教学模式[J].课程.教材.教法,2004（05）: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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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来学习数学，同时也要注重评价与动机的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有效推进数核心素养的落实和实施，从而有效地整合核心素养相关因素，以此提高数

学课堂效率。 

1.2.2 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教师、学生、环境（方法资源）是影响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三个极其重

要的关键因素，在课堂教学上，理应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应该要有以学生发展为本的

教育教学理念，同时也要重视教师在整个数学生态课堂中的重要程度，教师的教学策略

和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整节课堂的教学效益，同时，也要关注教学环境的重要性，要同

时将教师，学生以及环境之间充分地结合起来，再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情感和认知能力，

整个课堂的学习气氛，社会规范的要求，以及学生自身的本质经验情感等等各个方面统

一地考量进去， 这样学生可以更加独立自主地去通过这个体验过程去摸索最适合自己

的数学生态课堂环境和生态的教学策略
1。在此基础上学生进行的学习才能得到一个整

体的知识体系和饱满的精神学习状态，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实际意义：能够将研究所得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改善目前落后的陈旧

的数学教学模式，让我们对小学阶段数学生态课堂的认识产生转变，在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互动和对话中，在每个话语中，教学的行为和细节，在师生个性的基础上去实现经验

和感知，探索和创造，交流和融合。 基于学生的发展基础上，建立数学生态课堂并非

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断努力，教育才是是无止境的，才是生生不息的，

才是可持续的和谐的。我们的课堂教学将使我们的生活焕发新生。 

 

1.3 文献综述 

1.3.1 关于什么是数学生态课堂的概念及特征综述 

数学生态课堂是在教育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数学课堂概念。詹明道

老师在《走向数学生态课堂：特级教师詹明道数学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数学生

                                                 
1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时代深化[J].教育研究,1997: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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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课堂是要经历有效的数学思维训练研究，影响教学课堂的因素研究，教学策略的有效

途径研究以及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实录研究。构建数学生态课堂与数学生态的教育环

境，数学的教学活动，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

系。
1数学生态课堂是师生以实现生命发展为价值追求，是以一个教师引导学生掌握数

学知识，发展数学能力，形成良好心理品质，取得数学素养和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的学

习场所，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师生相互作用的双边活动的过程。创设合理的课堂学

习情境，让学生初步感受数学课堂学习的乐趣，教师要利用生活这个大课堂，善于结合

课堂教学内容，去捕捉和挖掘蕴含着的丰富生活现象，采集生活教学实例，重组教材内

容，使数学课堂更赋有活力和生命，能让学生们感受到数学的无穷魅力。
2 

 

1.3.2 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因素研究综述 

新课程下标准的实施，教师盒学生心中所追求的理想课堂就是充满师生共同活力和

生命力的灵动生趣的课堂，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区重新构建师生之间的关

系，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国家政策，问卷调查，访谈等，

以本区的小学作为研究内容，分析验证了数学生态课堂的影响因素，主要因素包括生态

教学环境，生态课堂主体互动，生态课堂教学目标，生态教学方法等，基于此，教师充

分利用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站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角度，充分结合丰富的生活现象，紧

抓生活的数学教学实例，深度探索教材中教育因素的创新点，把数学核心素养中的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应用创新意识，建模思想等充分结合起来，使数学课堂充满生命和活

力。 

1.3.3 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研究综述 

根据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和相关因素来分析，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是新课程理论

基础中生命观，发展观和生态观念相结合的一个综合性教学的课堂。从理论方面来看，

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课堂，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氛围，并创造

                                                 
1 詹明道.走进数学课堂：特级教师詹明道数学教育思想研究[M].东南教育出版社,2008（40）: 1-150 

2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时代深化[J].教育研究,1997: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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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激发思维的平台。创造一个点燃知识激情的火炬，注重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努

力培养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让课堂充满活力，真正实现师生的和谐统一发

展。笔者以北仑区各所学校的部分班级为研究对象从教育生态学视角立足教学的实践，

转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式在行动中研究。针对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活动，探索改进教

学的有效策略与方法，促进师生成长，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在日常的数学课堂上，应当要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让教室的内外相互融合；

应用南风效果，使教室成为灵性成长的空间；采用鲶鱼效应，使课堂成为师生共同成长

空间；找准生态位，让课堂成为每个学生的精彩空间。并且，我们还要改变教师的传统

方式：变老师为导师，生生为师共存的状态；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变关注学习知识为

关注学生的成长；转变备课教案的设计思路：变以课本知识为本的教案设计为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学案设计；转变课程观念：变唯一固定的课程为多元的开放生成的课程。在小

学生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模式研究中我们应该要重教学情境的创设，重教学中的动手操

作，重教学中的自主探究  ，重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在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中，应当要保持教师和学生的生态关系的策略，要

互相理解，相互平等，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保持学生和学生的生态关系的策略，培养

学生的倾听能力与习惯，用合作改善学习效力，把竞争指向学习目标，构建和谐的课堂

教学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与求知欲，聆听学生声音，顺声构建问题，运用学生身边的

话题与趣事，给自主探究问题以恰当的引导，让问题自然地延伸，在延伸中构建和谐问

题，保持师生和方法资源的生态关系的策略，教师选用情境、处理教学素材遵巡一定的

原则。运用非预设教学资源，创设良好舆论环境，运用生态原理和规律，发挥课堂教学

的多维效益。1 

                                                 
1 T. Ikeda. (1997). A case study of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in mathematical technology class– the delivering problem. In S.K. Houston, W. Blum, I. 
Huntley & N. T. Neill (E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hematical Albion Pub. Chichester,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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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1.4.1 研究技术路线 

 
图 1.1研究技术路线流程图 

 

 

1.4.2 研究方法 

选（开）题阶段 

（1） 文献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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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初期阶段，通过中国知网,宁波大学图书馆,各种书籍等方式，对开始收集资

料，先充分了解和学习国内外关于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最新进展和研究状况，为论文的

书写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研究课题阶段 

（2）问卷调查法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目前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进行系统性地了解，分为教师版本

和学生版本，对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初步影响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相关因素． 

（3）访谈法 

对20位教师进行结构性深度访谈，更加深入地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现

状，以及教师的困惑，并为后续的教学策略研究打下基础． 

（4）实证研究法 

从前面研究得到的理论出发，开展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实践教学，从而验证理论

的正确性，并通过教学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变量的不断调节和尝试，并作教学反思，进一

步改进小学数学生态课堂中的教学模式及策略，并以此作为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数学生

态课堂教学的模板案例。 

撰写（修定）论文阶段 

（5）经验总结法 

在研究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构建和教学策略探究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进行分析与

归纳从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可以供其他的学校的教师借鉴运用。 

1.5 研究内容 

1.5.1 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现状 

采用问卷调查，分为两个版本的问卷调查，教师版本和学生版本，从小学数学课堂

现状调查入手，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相关因素的探

究，进一步深入透彻地分析原因，从教师资质，学生生源，家长资质，学校投入，政府

投入等方面分析影响生态课堂构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探讨构建小学数学生

态课堂的重点、难点和关键，从而使本课题的实践研究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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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访谈法，本人设计了访谈的结构性问题提纲，对宁波市北仑区26所学校的部

分教师进行了访谈，该访谈将是调查问卷的有力补充，进行访谈的主要目的是更加深入

透彻地对宁波市北仑区生态教学课堂的实施进行一个了解，对各学校内教师对生态教学

方式的开展情况更为清楚地了解，具体的内容将会在本文的第三大章具体地展开。 

1.5.2 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与建议 

根据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和相关因素来分析。从理论方面来看，要建设一个充

满活力的生态课堂，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氛围，并创造一个激发思维

的平台。创造一个点燃知识激情的火炬，注重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培养他们的

数学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让课堂充满活力，真正实现师生的和谐统一发展。本文的第

四大章讲了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策略的研究，从理念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环

节的重构，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的实施模式研究

等方面做了具体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构建和谐的数学生态课堂，创设奇

妙的问题引入；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师与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构建数学

生态课堂师生和环境（方法资源）关系的策略。针对具体的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的实

施模式，提出了在数学生态课堂上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注重教学情景

的创设和引入，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探究行为，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综合运用，具

体的内容将会在本文的第四大章具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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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理论依据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1 教育生态学 

教育生态学是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当代生态学家Woobury曾经说过，生态学

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哲学.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学与环境之间关

系的科学，其实最好说它是一种评价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

研究的小学数学课堂系统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生态系统。它是一个人的因素， 

一个物质因素和一个精神因素。它是由各种因素共同生存，相互制约，不同程度得影响

着数学课堂的教学体系。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周围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制

的科学。 它将教育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并利用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作为研究对

象。作为一个跨越教育学和生态学的新兴跨学科，教育生态学借鉴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

方法。教育生态学将教育置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中，研究这三种生态环境

与人类生理心理环境和教育的各种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教育生态学还揭示了教育的生

态结构，教育的生态功能，教育的生态原则和教育的生态标准等。它具有与教育和生态

的其他分支交叉和联系的内容和方法，并起着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该名称最初由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Curmin  Lawrence于 1976年在Public  

Edulcation中提出，并且已经存在了十多年。目前，关于教育生态学基本观点和理论

体系的国际研究尚处于讨论和逐步形成的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差异。台湾学者方

炳林在其“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生态因子的系统，研究各种生态环

境与教育的关系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中国学者吴定富和朱文伟撰写的“教育生态学”一

书认为，上述两个体系应该统一起来，从教育和周围生态环境的关系出发，以教育系统

为主轴，在数学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分析教育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以教育生态系

统为基础，然后扩展，建立纵向和横向交织的网络体系，从而揭示了教育生态学的基本

规律。教育生态学的概念为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提供了一个充实的理论基础，在开展数学

生态课堂的过程中要充分地将教学生态学的生态原则和数学教育的标准相互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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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教育学和生态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利互补，为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打下

坚固的理论奠基。 

2.1.2 数学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的培养本质上通常与以人为本或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相一致。为了便于理

解，我们可以将核心素养抽象为这样几句话：获得核心知识，并与特定情况相关，而不

是随时随地表达的东西;它通过人类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因此是一种可探测的知识，

能力和态度。具体涉及到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工具的三个方面，以及最终将落实

到受过教育的人身上。核心素养从以往的“四个基础”和“四个能量”作为载体来改变

情感态度的价值观，从“以知识为本”过渡到“以学生为本”的阶段。数学核心素养是

学生的个人发展，思想能力，数学认知的综合体现，个人发展其中又包括了思考自学，

合作交流，创新实践，思想能力包括了数学抽象，运算推理，数学模型，数学认知又包

括了数学概念，数学规律，数学思想关系的转化，如图2.1所示： 

 

图 2.1数学核心素养关系图 

 

数学核心素养通常被界定为“具有满足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数学

特征的人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那么，设定数学核心素养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所

谓的数学视觉本质上是抽象，抽象使数学成为非同一般的学科。所谓的数学思维本质上

是推理，推理使数学能够更加严谨。所谓的数学语言主要是一种数学模型，该模型使数

学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加广泛。在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的过程中，数学核心素养和数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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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把握数学内容的本质，创造适当的教学情境并提出合理的问

题;激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与他人交流，让学生在掌握知知识和技能的同时理解

数学的本质。让学生积累数学思维经验和在数学活动中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形成和

发展数学核心素养，形成该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最终目标。学生们已经意识到的这是一个

长期经验的积累，这是在一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这需要将正常教学与数学核心素养

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教师在准备课程时可以提出核心素养的要求。比如：在设定教学目

标中，当教师设定教学目标时，不仅要去从中“体验什么”而且要将从中能“探索什

么”制定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应该清楚，教师可以不用局限于某一类的知识，

而应该是整合相对合理的知识内容。教师应该思考在教学课堂上，学生应当从这个课

程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什么样的素质，然后再考虑如何反映到具体的每节数

学课程上。在数学课堂上，让学生充分理解数学抽象“用数学眼睛看”，逻辑推理“用

数学思维思考”，数学模型“用数学语言说话”等数学的奇妙之处，并从中收获数学知

识，获取数学素养和技能目标。
1学生通过这样的数学课堂，充分落实了数学核心素养

的基本思想，综合性地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能力。 

2.1.3  儿童中心说理论 

美国教育家杜威创立了“儿童中心说理论”，并主张教育应该符合儿童的本性，促

进儿童的个性发展。儿童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并与儿童的性质保持一

致。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希望通过对学科的研究，使学生的个性健康和谐。杜威的

儿童中心理论是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点是儿

童，教师，教科书以及任何你快乐的地方，而不是孩子们的本能和活动。”。 传统教

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育计划主要来自上述和外部的灌输。他对那些只是成

长和成熟的孩子施加了成人标准，教材和方法。”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杜威提出要转移

教育的重点。这是一种变革，“这是哥白尼将天文学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的革命，以

儿童为中心，围绕他们组织教育措施。”这是杜威最典型的一段话。在杜威看来，不以

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是一种浪费。在那种传统的教育模式之下，儿童总是处于被动状态，

被动地接受和吸收。“儿童不得批准自己的规则，导致抵抗和浪费。在“Twin to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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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rs”的实验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儿童具有自然发展的规模， 不能从成人的角度强

迫儿童的发展，而“小苗”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原则。“教育的天然基础是儿童的本能，

本能是所有学习和培训的基础。儿童发展自身本性的自动化能力是新教育的目的”。

 教育是发展儿童的工具。他把儿童的本能分为四种：社会的本能，生产的本能，研

究和探索的本能，以及艺术的本能。教育必须以儿童的发展速度和兴趣为基础。杜威意

识到教育不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对象，而是具有理性思考和感性的人。因此，他主张不要

压抑孩子的活泼和积极性，但应尊重孩子的客观发展规律，以便学生能够学会主动获取

知识。并激发孩子的内在创造力和思维能力。杜威这是对儿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儿童

教育内容的彻底解放与儿童生活的实际保密性密切相关，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教育活动，

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孩子们真正参与教学的时候， 他们会对知识产生

自发的兴趣，并将继续探索获取知识的方法。这将导致自主学习模式。这种能力对未来

的生活和学习有很大帮助。1 

在杜威的理论中，教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

充分了解儿童的世界和儿童的生活，充分了解社会的需要和目的，充分了解人类的文化

财富。特别是，通过充分理解教育过程中几个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可以全

面实施新的教育。杜威的儿童中心理论将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如果教师只是向孩子灌

输知识并且不让孩子知道如何吸收知识，那么教师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教师不

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思维的灵感。杜威就是提高了对教师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有知

识的知识和理解，还要充分了解孩，了解孩子的兴趣和内心世界， 以便更好地教育孩

子杜威曾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指出“教师不是简单地训练一个人，而是参与形成适当

的社交生活。”甚至说：“我认为老师永远是上帝的真正代言人，是真正的天国的向

导”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杜威同时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方面，主张和

提倡教育应该和生活充分地结合起来。2杜威的“儿童中心说”理论主张“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1 刘晓东.为杜威“儿童中心论”辩护[J].学前教育研究,2002(4):39-45 

2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4):8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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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数学核心素养中最高宗旨就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之间的理念是一致的，共

同为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支撑。 

2.2 数学生态课堂 

目前，数学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在教育教学中尤为流行。基于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数学建构式生态课堂”也是一个较为与时俱进的概念，它是指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而提出的，核心和杜威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类似。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主动地

在数学活动经验中去建构数学的理解和意义。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在日常的课堂中

提出的教学起点要充分地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每节课的教学目标要明确和具体，而不

是模糊不清的。2.教师的教学方法与利用的教学资要使用恰当，设计的学生活动流程也

要合理。3.教师和学生要共同营造一个自主学习，互动交流，共同构建，迁移应用的一

个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数学课堂教学环境。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要围绕学生的学习活

动展开，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充分地体验，在探究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去生成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去分享和交流自己的收获和不足的地方，从而实现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数学生态课堂”的理论依据有以下几点：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1）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

动地接受外在信息，而是根据先前认知结构主动地和有选择性地选择外在信息，建构当

前事物的意义。学习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必须主动地参与到整个学习过程。(2)

知识是个人经验的合理化。(3)知识的建构并不是任意的和随心所欲的。(4)学习者的建

构是多元化的。”。“数学建构式生态课堂”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创设合适的

数学课堂生态环境，制定适合学生需要的课堂教学目标，能够充分在数学课堂中让教师

和学生的角色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基本的数学活动中去积极探

索整个数学学习的构建过程。这样的课堂转换了学生在传统课堂上的被动式接受知识的

模式，而转变为学生可以自主地去探索整个学习的过程，能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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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乐趣和收获成功的喜悦。数学课堂也从传统课堂上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目前课堂的模式如下图2.2所示。1 

 
图 2.2 课堂组织模式转化图 

 

2.2.2 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作为数学

教学中的重要目标，它突出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价值取向。我们必须高

度重视数学教学活动中的基本活动经验，和数学核心素养相结合，引导学生去探索，思

考和积累活动中的基本经验。著名教师张天孝认为“数学活动经验”中提到的“活动”

主要是数学材料的具体操作和形象探索活动，它既包括对具体实物、材料的操作活

动，更包括基于脑子中建立的表象进行的想象、推理等思维活动。正如数学核心素养

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切实贯彻孩子们要在活动中去有所收获，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经

常能看到热热闹闹的课堂，老师们“精心”准备了大量的活动，孩子们也都“动”了起

来，却并没有达到预设的教学目标，学生不但没能积累基本活动经验，连最基本的知识

技能目标也未落实。实际上，数学活动的经验并不像数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

想那样客观存在，它是建立在学生的活动过程中慢慢去体验感知的，它是个性化的，是

动态的。2要让学生在日常的课堂中充分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的

一个关键环节。 

 

                                                 
1丁周卫.浅谈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J].教研经纬.论文集锦,2008(2):28-37 

2朱向明.小学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形成的案例研究［J］.新课程研究.2013（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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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现状调查 

3.1 调查设计 

3.1.1 调查目的 

我国的教育发展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数学核心素养的颁布，让数学生态

课堂成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学模式，现阶段的学生更加需要一种和谐的教学环

境，才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且改善教学情况，以学生积极性的提高来促进教

育的发展，是现今教育发展要求的体现。但目前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本区的教师和学生展开了调查，同时对20位数学教师进行

了结构化深度访谈。数学核心素养提出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课堂倡导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方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关注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提高，关注学生数

学素养的提升，关注学生的自主发展。在各校开展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探究，将有助于

变革教师教学行为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北仑区目

前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就需要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

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

性地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使得小学数学生态课堂能从理论走向实践。 

3.1.2 调查工具 

（1）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设计的两份问卷《核心素养理念下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构建和教学策略研

究问卷调查（教师版）》和《生态课堂调查问卷（学生版）》进行调查研究，分别是针

对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教师版调查问卷的一级指标体系分为：教师基本信息，课堂教

学模式，教师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具体又划分为如表 3.1 所示的 16 个基本

要素。学生版的调查问卷的一级指标体系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学生上课情况，学生喜

欢的课堂，其它等，具体又细分为如表 3.2 所示的 20 项内容，问卷调查将作为本论文

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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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调查问卷指标体系（教师版） 

编号 一级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体系 

1 教师基本信息 教龄 学历 任教学校等 

2 课堂教学模式 师生合作 ，学生主体，多媒体等 

3 教师教育理念 对生态课堂的理解掌握等 

4 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实施生态课堂的影响因素等 

 

表 3.2 调查问卷指标体系（学生版） 

编号 一级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体系 

1 学生基本信息 年龄 班级 

2 学生上课情况 师生合作 ，学生主体，多媒体等 

3 学生喜欢的课堂 对生态课堂的理解掌握等 

4 其它 实施生态课堂的影响因素等 

 

（2） 访谈法 

为了真正地深入了解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以及实施情况，本研究进一步采用结构化

访谈调查法对宁波市北仑区20位小学数学教师进行访谈，该访谈是问卷调查的有力补

充，进行访谈的主要目的是更加深入透彻地对宁波市北仑区生态教学课堂的实施进行一

个了解，对各学校内教师对生态教学方式的开展情况更为清楚地了解。 

3.1.3 调查对象及构成 

从北仑区共26所小学数学课堂现状调查入手，这些学校包括了乡镇学校，城市普

通学校，城市重点学校，教师版本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年轻教师，中年教师等，学生版本

也从几所学校选取了部分同学调查，从而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实

验绩效，深入分析原因，探讨构建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重点、难点和关键，从而使本论

文的的实践研究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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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大学邵光华院长的帮助下，笔者拟定了两份调查问卷，学生版本的问卷共

包含十六道题目，其中十四道为单项选择题，一道为多选题，最后一题为问答题。题

目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学习动机，日常数学课堂的展现，学习的兴趣爱好等。本

次问卷调查面向1-6年级各个年级的学生，目前发出的问卷有300份，回收的有效问

卷有295份，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不要求署名。笔者利用SPSS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

行了逐项数据统计，并进行了结果分析。 

教师版本的问卷一共有二十道题目，其中包括了14道单选题，5道多选题，1道

问答题，调查对象是北仑区的小学数学教师，发出的问卷是10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是

99份，利用SPSS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 

结构化深度访谈一共有9道题目，包括一道个人信息和8道问答题，一共有20份

有效的深度访谈结果。 

本次调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仑区在核心素养理念下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的

实施现状以及教师所存在的数学教学困惑，以强化对策研究，提高教学效率，以促进教

育教学工作的全面提高。为了更准确、合理地调查教师在核心素养理念下数学生态课堂

教学的困惑以及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考笔者虑其可操作性与实效性，对教师的教学行

为的现状，课堂的有效教学、课堂有效教学行为的认识等角度科学充分地分析教师在目

前数学生态课堂中的现状。 

3.2 调查结果与分析 

3.2.1 学生调查问卷分析 

问卷共包含十六道题目，其中十四道为单项选择题，一道为多选题，最后一题为

问答题。题目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学习动机，日常数学课堂的展现，学习的兴趣

爱好等。本次问卷调查面向1-6年级各个年级的学生，目前发出的问卷有300份，回

收的有效问卷有295份。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不要求署名。笔者利用SPSS对收回的

有效问卷进行了逐项数据统计，并进行了结果分析。 

在关于学生学习目的这一题中，结果如图3.1所示，将近51%的学生讲为了建设祖

国作为了自己的学习目的，44%的学生将为了自己作为了学习的目的，从这个问题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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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来看，学生对学习还是有一个较为充足又合理的理由，对学习富有浓厚的激情和

热爱。 

 
图 3.1学习目的统计扇形图 

将解决数学问题当做一种乐趣的比例占了所有学生中的将近百分之八十（如图

3.2），在第三个关于学习任务的题目中与同学讨论学习占了62.69%，从这一数据我们

可以得出学生在实施数学生态课堂的过程中都是抱有一份激情和热爱去学习的，这为构

建一个良好的数学生态课堂氛围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图 3.2学习任务的统计扇形图 

从第六七题的数据来看，如图3.3所示，45%的学生赞同老师引导学生讨论这一教

学模式，42%的学生赞同老师讲解学生听这种模式，这种老师讲解学生听的模式是目前

数学教学中最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也被学生和家长普遍认可。如图3.6所示，54%的

学生赞同老师先讲解再合作讨论，23%的学生赞同先合作讨论再讲解，24%的学生赞同

听老师讲，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学生都有着较为热爱饱满的学习态度，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目前的教学模式的确是受着老师主导课堂突破教学重难点这一观念

根深蒂固，仅有少部分同学能够又意识地想要自己去探索知识。这反映了在当前教育

形势下，集中讲授的方法是被教师采用最多也最成熟的方法，对突破重难点、传授新

知识等方面确有其实效。而其他选项所列的方法未必效果不好，只是在教学实际中这

些方法用得不理想。本题反映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组织学生讨论、学生互教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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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认识不够、研究不透、运用不到位。可见，有效教学的研究对于教学具有指导

意义，教学有效性的提高还有很大空间。 

 
图 3.3目前数学课堂实施方式的统计扇形图 

 
图 3.4学生喜欢的课堂统计扇形图 

从第9-12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学对互动讨论，交流合作的课堂还是

很感兴趣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承知识、启迪智慧，但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不仅仅

是驾驭知识本身，还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吸引学生向师向学。能吸引学生的课

堂无疑更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优化教学效果。 

从最后几题的数据分析中，如图3.6所示，37%的学生经常会主动动手探究一

些问题，50%的学生则是偶尔，这也反映除目前的数学课堂大环境学生能够用探究思考

的观点去分析数学问题还是不太普遍的。如图3.7所示74%的学生选择了老师表扬同学

的理由是上课专心听讲，26%的人选择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好，而选择与别人想的不一样

的却是0%，这一数据更加应证了目前的数学教学大环境还是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数学

生态课堂教学的实施率还是很低的，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把数学生态课

堂运用到真正课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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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数学课堂表扬理由的统计扇形图 

 

 
图 3.6学生动手操作的统计扇形图 

在这里笔者重点捕捉到一个数据，就是教师在表扬学生的时候，表扬理由选择学生

的思考方式和别人想的不一样的百分比是0% ，这一惊人的数据告诉我们其实目前的数

学课堂并没有真正充分地认识到数学课堂生态化的重要性，也许更多的教师只是初步地

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在实际课堂的操作中实施起来的难度也比较大，那么这些难度是从

哪些方面体现的呢，正如教师的深度访谈中被访谈教师（GHN-2018-9-12）所说：“我

对理论化的数学生态课堂的了解和认识都比较清楚，但是在实际上课的过程中，受到各

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比如我需要在该堂课上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比如差生的作业还没

有订正好等等，因此在实际的上课过程中，如果要严格地按照这些生态课堂的标准来实

施，还是挺难的。”在心中理想的课堂这一题中，80%的学生认真填写了这一题目，所

有的学生都是对数学很喜欢，有些同学洋洋洒洒写了一百多字，这些都侧面应证出学生

对数学都是饱含热爱和喜欢的，这也为我们实施生态课堂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2.2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数学课堂教学生态化是以课堂为落脚点，用生态的理念，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动

态的、充满生命力、可持续性教授知识、学习知识和交流知识的数学课堂教学生态环

境。而教师是实施数学生态课堂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参与者，由此笔者制定了下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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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本问卷一共有二十道题目，其中包括了14道单选题，5道多选题，1道问答

题，调查对象是北仑区的小学数学教师，发出的问卷是10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是99

份，利用SPSS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本次调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仑区在核心

素养理念下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的实施现状以及教师所存在的数学教学困惑，以强化对策

研究，提高教学效率，以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提高。为了更准确、合理地调查教师

在核心素养理念下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的困惑以及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考笔者虑其可操

作性与实效性，对教师的教学行为的现状，课堂的有效教学、课堂有效教学行为的认识

等角度科学充分地分析教师在目前数学生态课堂中的现状。 

在对教师基本信息的了解统计中，如表3.3所示，35.56%的教师是五年以下教龄，

本科或硕士学历，28.89%的教师是五到十年教龄，本科或硕士学历，31.11%的教师是十

年以上教龄，本科学历，42.22%的教师来自乡镇普通学校，42.22%的教师来自城市普通

学校，15.56%的教师来自城市重点学习，从这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各个学校，不管是乡镇

普通学校还是城市普通学校还是城市重点学校，都有着较为优秀的师资配备，学历基本

全都是本科以上，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娴熟深厚的教学功底。 

 

表 3.3教师基本信息统计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五年以下  本科或硕士 
3

6 
35.56% 

五到十年    本科或硕士 
2

8 
28.89% 

十年以上    本科 
3

1 
31.11% 

十年以上    大专 4 4.44% 

其他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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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乡镇学校 43 42.22% 

城市普通学校 43 42.22% 

城市重点学校 15 15.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如表3.4所示，84.44%的教师选择了师生轻松和谐的课堂是数学生态课堂的特征，

也有16%的人选择了教师讲学生听这一选项。在生态课堂的关键点这一问题中，68.89%

选择了师生合作，66.67%的教师选择了学生互动讨论，64.44%的教师选择了教师启发式

设问，55.56%的 教师选择了学生主体，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教育中

大部分教师对数学生态课堂教学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都较为充分地了解到小学数学

生态课堂教学的核心点在于以学生为主体，要引导学生互动交流讨论，教师要启发式的

设问，师生之间要合作等等，当然也有少数的教师对小学数学生态课堂还是有着比较模

糊的认识，也有一部分教师对数学生态课堂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浅显的理论认识的

阶段。51.11%的教师认为生态课堂的构建与新课程改革关联比较大，44.44%的教师认为

生态课堂的构建与新课程改革有一点关联，64.44%的教师认为生态课堂的构建与教学质

量关联比较大，31.11%的教师则认为只有一点关联，从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学数

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构建和新课程改革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

质量有着较大的关联，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学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表 3.4教师对数学生态课堂的了解统计表 

选项 
小

计 
比例 

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 15 15.56% 

师生轻松和谐的课堂 84 84.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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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制定数学课堂的教学目标的时候，大多数的教师都会考虑到注重三维目标的

整合，同时也要兼顾考虑教师的教学目标也要考虑学生的学习目标，这一点来看教师在

课堂上的基本素养和能力都是具备的。如表3.5所示，91.11%的教师选择了突出教学重

点、突破教学难点  88.89%选了教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86.67%的教师选了充分的教

学准备77.78%的教师选择了有效地利用教学时间，从这些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教

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充分的教学准备，有效的利用教

学时间这些因素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重大原因，教师要在这几方面充分认真地执行才能

更加促进教学的有效性。 

表 3.5促进教学有效性的统计表 

 

如表3.6所示，在有效的提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一题中，86.67%的教师选择了提

问时注意学生已有的知识、给学生思考的时间、提问后的反馈，84.44%的教师选择了围

绕教学目标精心设计问题，73.33%的教师选择了注意问题的启发性和预见性，71.11%的

教师选择了提问要难易适度并注意层次性，当学生回答问题错误之后，80%的教师选择

了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思考，由此数据可以得出在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中，教师在进行提

问时要注意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启发并鼓励学生，并及时进行反

馈，设计的问题应充分围绕着教学目标，要注意问题的层次性，启发性和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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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关于有效提问的统计表 

 

如表3.7所示，51.11%的教师选择了会根据学生学习的需要安排小组讨论，48.89%

的教师选择了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安排小组讨论，55.56%的教师有时会安排合作学习，

44.44%的教师经常会安排合作学习，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教师的“以学生为主体”

认识还不够充足，并且很多教师在组织小组交流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地让学

生充分地参与其中，很多时候只是把小组合作停留在一个形式主义的阶段，并没真正地

明确清楚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应当从中体验到的数学乐趣。在组织合作学习时最关注的问

题这一题中，88.89%的教师选择了注意给学生充分的合作交流时，71.11%的教师选择了

注意给学生充分的合作交流时间，46.67%的教师选了注意控制合作学习时的纪律，如表

3.6所示，当学生回答问题错误的时候，大多数教师会启发学生继续思考，引导学生能

够正确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同时也有一部分的教师选择直接忽视这个学生转而让其他学

生回答，从以上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出，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基本上都会鼓

励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协作探究地学习数学知识，但常常在实际的课堂中不好操

作，而往往只是局限于形式，缺乏在个体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真正合作，课堂上只有少数

同学能参与，其余学生仍是被动的一个接受状态，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有的学生合作

学习时出现不会倾听同学意见不会与他人合作等情况的发生。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我们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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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教学中是否安排合作学习统计表 

选项 
小

计 
比例 

经常 20 44.44% 

有时 25 55.56% 

从不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表 3.8关于学生回答问题错误的统计表 

 

 

在数学生态课堂上，正如表3.9所示，教师都会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学生的合作学

习，在这个问题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88.89%的教师会注意给学生充分的合作交流

时间，71.11%的教师会让学生明确地清楚小组内的分工和明确合作学习的要求，68.89%

的教师会充分注意在合作学习中教学问题的巧妙提出，57.78%的教师会注重让差生参与

到合作学习里获得相应的收获等，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大部分的教师还是具

有实施数学生态课堂的基本素质和素养，但某些更为细致的方面还需要加强。在生态课

堂下教学时间是否够用这一题中，53.33%的教师选择了时间仓促，有的问题学生没有思

考时间，这一个问题是在实施数学生态课堂中的一个较大的瓶颈，正如被访谈教师

（ZHF-20180926）所说：“一节正式的数学课时间只有40分钟，要在这40分钟内不仅



 

- 29 - 

要高效地完成要求的教学目标，还要注重每一个学生的课堂表现，要设计合理的小组协

作交流活动，可能日常出去上公开课的时候会更加充分地准备，在日常的教学中，要面

面俱到地做到每一个细节对于平常的上课模式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难度。”。 

的确是这样，我们想要的数学生态课堂教学是不仅要培养学生能基本掌握日常学习

数学的方法，还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引导学生可以在基本的活动中勇于去体验和探索新知

识，对新鲜的数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好奇感。但可能在大多数的数学课堂中，上课的过程

中有一大部分学生并还没有真正地开始体验整个数学的活动过程，一节40分钟的数学

课时间就到了（如表3.10所示，大多数的教师认为数学生态课堂上的上课时间比较仓

促），课堂上学生的发言时间和发言机会较少，教师要展开个别的小班教学和指导实施

起来是很难的。这样的数学课堂让学生在课堂中的个体体验并不充分，并没有让学生在

数学活动中收获学习的乐趣，同时，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引导作业也并没有发挥出特别

明显的效果。 

表 3.9组织合作学习关注的问题统计表 

 

 

表 3.10教学时间的统计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时间充足 42 42.22% 

时间仓促，有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时间 53 53.33% 

时间不够用 4 4.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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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版本的调查问卷第十七个问题来看，教学反思在整节数学课堂中占有极其重

要的比重，91.11%的教师认为教学反思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明显提供，84.44%的教师认

为教学反思可以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75.56%的教师认为教学反思可以促进学生

的学习和自我发展等。如图3.9所示，笔者截取了被访谈教师个人对数学生态课堂的认

识，部分教师认为数学生态课堂是“师生互动，学生会自己充满疑问，并且有求知欲，

老师进行点拨指导的课堂”，数学生态课堂是“以生为本，基于学生立场的课堂，教师

是组织者和引导者”，数学生态课堂是“立足数学课堂，关注学生知识的起点和学习方

法，主动地参与思考实践，获取数学知识的课堂”，数学生态课堂是“师生和谐共处发

展的课堂，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获得发展”的课堂…… 

 
图 3.7教师内心的生态课堂图 

3.2.3 教师深度访谈 

在对全区的部分学生和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北仑区的20位教师

进行结构性深度访谈，更加深入地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现状，以及目前在实施

数学生态课堂的过程中教师所面临的困惑和疑虑点，为后续的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

学策略研究打下基础．如表3.11所示，笔者对本区20位教师进行了结构性访谈，这

20位教师来自不同的小学，教龄也包括了青年教师和中年教师以及老年教师，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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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包含了本科，大专以及硕士学历，教师的职称也包含高级教师，一级教师和二级教

师。教师在校内的职务也包括了普通的数学教师，教师备课组长，数学教研组组长和教

导主任等。 

表 3.11教师基本信息统计表 

编号 性

别 

学历 教

龄 

职务 职

称 

学校 

GHN20180912 女 本科 20 教研组长 高级 岷山学校 

YF-20180914 男 本科 8 数学教师 二级 长江小学 

LY-20180916 女 本科 7 数学教师 一级 淮河小学 

ZHF20180918 女 硕士 3 备课组长 一级 泰河学校 

WJ20180920 女 本科 16 数学教师 一级 小港学达 

CQE20180922 女 大专 33 备课组长 一级 小港中心 

WXM20180924 女 大专 30 备课组长 一级 小港实验 

ZHF20180926 男 大专 25 数学教师 一级 绍成小学 

CLD20180928 男 本科 12 教导主任 一级 北仑区实验 

LWM20181008 男 大专 18 数学教师 二级 大碶小学 

LJL20181012 男 大专 15 数学教师 二级 新碶小学 

GWP20181014 男 大专 18 数学教师 一级 灵山书院 

ZY-20181016 女 本科 6 数学教师 二级 梅山学校 

SJS20181018 女 本科 15 数学教师 二级 东海实验 

HHB20181020 男 本科 23 教研组长 高级 滨海国际 

WXT20181022 男 本科 2 数学教师 二级 郭巨小学 

XM-21081024 男 本科 3 数学教师 二级 柴桥小学 

WWN20181026 女 硕士 3 数学教师 一级 柴桥实验 

WZZ20181028 男 本科 5 数学教师 二级 白峰小学 

TFW20181030 女 本科 7 数学教师 二级 博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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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出示一位岷山学校的数学教师的深度访谈， 

姓名 顾红娜 性别 女 

学历 本科 教龄 20年 

职务 教研组长 职称 高级 

 

1、您从事数学教育工作的初衷和目标是什么？ 

答：我从读书时候开始就深深地热爱教育这一行业，我喜欢课堂上学生洋溢的笑脸，喜

欢教师这一神圣行业带给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虽然作为一名教师有的时候工作很辛

苦，但能够将学生培养成优秀的祖国的花朵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我把成为一名优秀

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整个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 

2、您任教的学校是公立学校吗？执教的年级和班级？各班的人数是多少？ 

答：我在岷山学校任教，是一所公立学校。任教五年级一班和二班，人数分别为41人

和42人，班级的人数稍微还是有点偏多。 

3、您的学校是否已经开始实施数学生态课堂？请你初步介绍一下你所认为的数学生态

课堂是什么？ 

答：我们学校还是很支持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我认为数学课堂生态教学是要以学生为

主体，创设一定的情景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从而学会知识的这一个过程。 

4、您在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具体的教学模式是什么？你认为在教学中小组协

作有必要性吗？ 

答：1.我每节课之前都认真备课，争取让课堂的效率最大化。2.在课堂上我坚持引导学

生自己去思考，引导同学们之间相互合作从而收获知识。3.充分使用现在的多媒体设

备。4.我认为小组协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小组协作可以培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交流

能力，能够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惯，有时候比较重要的课堂我会合理安排小组合

作学习，但在日常的普通教学中并不是很经常。 

5、您认为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对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影响？ 

答：我认为在数学上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这里我有一些小建

议可以分享一下。1.充分利用书籍的力量，我经常会让学生去看关于数学家的传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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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好玩有趣又有意义的书籍，从这些榜样的身上让他们去感知。2.真正平等地看待每

一个孩子，我善于倾听每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6、您所在班级有明显的数学生态课堂环境布置吗？ 

答：目前教室里面有基础的多媒体设备，并没有完善的生态课堂布置，我也希望能够让

孩子们可以通过圆桌讨论，自主地去探索去思考，从而获得新知识的这个美好的过程，

但是目前的环境还不是特别完善。 

7.您在实施数学生态课堂过程中，教师课堂管理的困惑体现在哪方面？ 

答：最大的困惑就是上课时间有限，班级人数相对较多，在实施生态课堂的过程中并不

能全面地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8.您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大环境下是否能够实施数学生态课堂？学校和政府是否支持？ 

答：我认为在目前的教育大环境下来看，实施数学生态课堂是非常有必要的，学校政府

也在大力支持我们。我认为只要真正地站在学生的角度，以学生为本，一定会有收获。 

 

3.3 调查结论 

从调查和访谈结果我们发现，目前北仑区大部分学校已经在开始实施数学生态课堂

教学，有的已经初具规模，大多数还在摸索的阶段，并提出了相应的困惑和困难。总体

来看，教师、学生、方法资源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失衡，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并

没有充分地感受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所带来的数学乐趣。从两份分别针对教师和学生版本

的《核心素养理念下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构建和教学策略研究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教

师的结构性深度访谈，综合这些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及对访谈内容的深度整合，笔者得出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3.3.1 经历数学活动与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是不对等的 

经历活动≠经验积累,众所周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提

出“良好的数学教育应当使学生感悟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积累相应的数学思维和实践

活动的相关经验，具有一定的抽象能力，推理能力和空间观念，具有一定的数据分析观

念和模型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让学生获得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已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数

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经历数学活动是积累活动经验的前提和关键，在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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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度访谈中我们也发现绝大多数的教师会在课堂上让学生去小组合作，亲自去体验数

学的活动。但是其实并不是经历了数学活动，基本活动经验就自然积累了呢？经历的数

学活动是否是有效的呢？“经历活动≠经验积累”，观察有些课堂可以发现，有时学生

好像在探究解决问题，但仔细分析，学生其实只是一个操作工。所以，只有扎实、睿智

地开展数学活动，帮助学生积累经验，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3.3.2 寻求教师，学生，环境（方法资源）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状态 

如图3.10所示，教师，学生，方法资源之间共同组成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生态系统

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这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能够有助于整个数学生态课堂教学效益的提升。从调查问卷和深

度访谈的数据分析上来看，教师和学生之间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往往会把精力统一

集中在某几个学生的身上，对学生的资源分配不均匀，往往会忽视掉差生在课堂上的学

习体验，正如被访谈教师（WWN-20181026）在访谈中提到“在日常的课堂教学模式中，

我的确经常会集中找那几个成绩优秀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倒不

是说我偏心不公平，而是往往课堂的宝贵时间如果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都要耐心地让每

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对于教师来说也是比较难做的，我在日常教学中，尽可能地

去可以去平衡这一种状态，争取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可以在课堂上表现发言的机

会”。 

 
图 3.8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生态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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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奇妙但同时又不好处理的关系，我们理想中数学生

态课堂上学生和学生之间应该团结协作，相互促进，共同在教师的指引下努力进步。教

师往往会忽视处理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要充分利用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相互包容的，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应该培养学生和学生之间将健康的

竞争意识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能够以和谐的状态去面对和处理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 

师生和方法资源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何寻求环境

（方法资源）和师生之间的一个有效平衡状态是极其重要的。环境（方法资源）是小学

数学生态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班级规模，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策略等。经过

调查和访谈笔者发现如下现象： 

（一）班级规模并未形成标准小班制，我们发现目前的班级课堂规模还并不能形成

标准的小班制教学。我们采访了20位不同学校的教师，从访谈中得到平均每班的学额

达40人，其中最多的一个班级人数为46人。在教室里，学生们很密集，空间很拥挤。

正如被访谈教师（GHN-2018-9-12）所说：“我教四年级的一班和二班，学生数量分别

为43人和41人，班级学生比较多， 每天的数学课只有一节，学生每天的课程也都是

满的， 剩下的时间又要批改当天作业又要补差生订错，提升培优查漏补缺等操作起来

难度都有所增加 。” 

（二）数学教学内容的选择并不生态化，教学内容是数学生态课堂能否成功实施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从目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来分析，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

是偏向传统教育上的应试教育，会侧重讲述考试中会重点考到的知识点，对一些需要学

生自主探索和探究的教学内容会一带而过或者轻描淡写地讲述。 

（三）数学教学情境选择不够恰当，众所周知，“因材施教”对教师来说是极其重

要的，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随时灵活地改变或调整课堂上的教学设计，比如如

果教师的这节课上课的对象是农村地区的学校，教师却提供了一些城市孩子都可能接触

不太多的场景，比如笔者观察到这样的一节数学课《折线统计图》，上课的学生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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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一所偏远农村学校的五年级学生，教师在出示教学情景的引入时，出示了一幅极为

罕见的高段机器人大赛的主题图，当这幅图展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下面的大多数学生

都展现出了一幅迷惑不解的神情并开始小声猜测这幅图到底是什么。这个教学情景就是

选择得不够恰当，造成学生对一些浅层次数学知识的误解和失衡的状态。无独有偶，还

有一些教学情景也是不够恰当，比如当一些学生已经在课前充分理解了这节数学课堂上

部分甚至全部的重点数学知识，那么在数学课堂上就不必要再做简单知识的机械重复，

课堂教学应该是要跟学生知识理解而灵活变通并不是一成不变，同样的道理，教学情景

的选择也是如此。
1 

3.3.3 目前的数学课堂发现的主要问题 

根据学生的问卷调查和教师的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综合分析来看，笔者发现当前小学

数学生态课堂存在以下一些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数学课堂主体缺乏充分互动，从上述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中，师生之间的互

动，学生之间合作交流讨论等都是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的重要因素。因此想要提高

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效益，就要充分保证课堂主体，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的充分互动。 

（二）数学教学环境的缺乏，正如被访谈教师（ZHF-20180918）所说  “目前教室

里面有基础的多媒体设备，并没有完善的生态课堂布置，我也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可以通

过圆桌讨论，自主地去探索去思考， 从而获得新知识的这个美好的过程，但是目前的

环境还不是特别完善，有的时候感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是想要每个学生都能够通

过数学课堂获得数学的乐趣，但目前的数学课堂的硬件设备和教学环境某些方面限制了

我的教学设计的发挥。”目前教学的大环境之下，数学生态教学环境存在一定的缺乏和

不足。 

（三）数学课堂的教学目标设定需要改进，在日常的教学中，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应

该放在怎么样深层次地去充分地培养学生的内在能力，而不是只看重分数和升学的指

                                                 
1 张欣.构建生态课堂的策略研究[J].黑龙江教育,2017（1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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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数学生态课堂应该把教学的目标和生活实际充分地结合起来，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

去感受教学情景，将日常教学活动转化为教师和学生的一部分共同的学习活动经验，同

时让学生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在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所学的知识技能、科学方法，而

不只是分数，这对每一个学生未来生活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和意义。还要想各种方法充分

地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充分地经历数学活动从而

积累真正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逐步地实现数学生态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中的数学知识

和谐整合的一个良好状态。根据上述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看出，66.67%的教师在制定教

学目标时，既考虑了教师的教学目标又考虑了学生的学习目标， 48.89%的教师在制定

教学目标时会考虑到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整合，

64.44%的教师会在每节课前把学习目标展示给学生，从这些数据来看，教师基本会考虑

数学生态课堂实施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但由于受到升学指标和分数考核等因素的影响，

教师难免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会偏向于应试教育的方式，其实这和我们数学生态课堂

的实施并没产生根本的冲突。 

 （四）数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实施需要更新，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课堂的教学方法

还是有些传统的，大多数的课堂还是教师教学生被动接受的这个状态。而数学生态课堂

一直在强调体验式教学、问题情境式教学等，这些新颖的教学方法包含着要学生积极主

动地去探索活动经验，能够及时反馈和归纳总结的环节。通过体验式教学，问题情景式

教学，能够让学生自主地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改善以前对数学学习是一个枯燥单调过

程的理解状态。另外，传统的数学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单调和枯燥，课堂环节

没有新颖性，也并没有高效地利用课堂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充分地进行提前教学环节的

设计等，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日常的备课中并没有把生态教学的目标整合到数学课的

每节课知识里面去，而普遍还是在以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在小

学数学生态课堂建构中所出现的一些影响因素。笔者针对数学课堂上的这些现象，后续

会提出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的相应教学策略，积极引导学生能够在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

学，问题情景式教学等基本活动中去自主地构建自己的数学思维能力，真正地有所收

获，共同构建良好的数学生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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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章小结 

本章节是论文的第三大章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现状调查，主要讲了调查的设计，包

括调查的目的和调查的工具，调查的工具包括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性访谈法，并分析了调

查的对象以及构成。第二小结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主要从学生版本的调查问卷，教师

版本的调查问卷，教师的结构性深度访谈进行分析研究。第三小结讲了本次调查的结

论，分析目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1）经历数学活动与基本

活动经验的积累是不对等的，（2）寻求教师，学生，环境（方法资源）三者之间的有

效平衡状态，（3）发现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数学课堂主体缺乏充分互动，数学教

学环境的缺乏，数学课堂教学目标设定需要改进 ，课堂教学方法的实施需要更新等方

面。笔者将在下一章节重点讲述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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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策略 

4.1 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 

笔者认为，构建小学数学生态课堂，首先要让师生充分了解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基

本特征。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是新课程理论基础中生命观，发展观和生态观念相结合的一

个综合性教学的课堂。从理论方面来看，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课堂，我们需要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氛围，并创造一个激发思维的平台。创造一个点燃知识激情

的火炬，注重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培养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让课

堂充满活力，真正实现师生的和谐统一发展。笔者以北仑区各所学校的部分班级为研究

对象，从教育生态学视角上，立足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前提下，探索改进数学生态课

堂教学的有效策略与方法，旨在共同构建一个灵动生趣的课堂。 

4.1.1 理念构建 

（一）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让教室的内外相互融合，研究中花盆环境的存在主要

受教学材料和学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因此，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必须首先关注生态

环境的建设，努力打破限制课堂学习的花盆环境。首先，改变教室的生态教学环境，使

教室从硬件设备上具备实施数学生态课堂的一个良好载体，成为适合学生学习数学的一

个生态建构空间。学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看到广泛的用途，重建学习空间，并获得知

识的一个地方。利用自己的时间唤醒自己的身心，用自己的身心来唤醒自己的言语，并

用自己的语言来获得自己的个人关系。这样的生存空间书籍丰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学习形成课外阅读材料生态社区所需的营养。只要这种空间使得

外部学习生态系统永远存在，更加“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只要“体现时代特点

和现代意识” 它们可以用来让学生学习并将他们的愿景投射到更广阔的世界。在具体

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善于把握知识之间的潜在联系，探索和拓宽教学内容。教师的任务

除了教会学生要有处理各种数学信息的能力，还能够对各类信息之间的潜在联系充分地

把握，能够有机地将课堂内外的学习充分地结合起来，拓宽教学内容，激活内部和外部

生态系统。通过将课堂置于学生成长的生态链上来发展课程资源;在课堂教学内容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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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关系中，课堂教学的方向不断得到纠正，数学生态课堂与社会生态文明共同前

进和后退。 

（二）创设温馨生态课堂，使教室成为灵性成长的空间，“眼中有差异，心中无差

生”，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互动是师生之间特有的一种感情，如果能充分地把握好这

种感情，能够为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得各班级之间的学生得以

最大化的发展，有利于学生思想的成长和进步。
1正如被访谈教师（TFW-20181030）在

访谈内容中所说：“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对学生的感情是充满爱和尊重的，我公平公

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遇到学生的各种状况，我不仅能够及时地改变自己的角色转换，

同时心理上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教师应学会用“孩子的眼睛”来看待学生

提出的问题，并极力思考学生们的“孩子的心”所带来的问题结果。教师应该以“童

趣”的眼光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高度尊重每个学生，为学生各方面的生动，积极，全

面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探索合适学生的机会，找到成功的最佳途径和成功之路。
2 

（三）搭建师生互动平台，使课堂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空间。教师和学生是数学生态

课堂上的两个重要的影响要素。虽然教师和学生是双向互动的教学因素，教师是组织教

学的领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种关系是教育的一个特征。在教师的引导之下， 

带领学生在活动中去探索真相，发现真相，促使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创

造一个师生共同成长的世界。我们周围的教学情况是不断流动的，各种影响课堂的因素

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将学校的课堂扩展到家庭和社会，为学习的社会化做准备，

并在反映数学课堂生态系统的开放的同时，还要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灵活地选择和组合

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教学质量的最优化做基础。 

（四）找准关键生态要素，让课堂成为每个学生的精彩空间，在课堂教学的生态系

统之中，我们应当充分地遵循学生所本来具有的天赋，针对每一个学生设定不一样的目

标，采用不一样的方法和途径。而在找到这样的方法之前，让学生能够在教学活动中充

                                                 
1 Herbert H., Mike Keune.The research on Clsaa Technology Aboard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apter3.3.1:3-7 

2 殷娟.数学课堂生态化的尝试[J].新课程学习,2011（3）: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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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摸索，加上教师的自然引导，这样一来，就能够构建一个较为和谐共处的学习交流

共同体，教师也更会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感经历的体现，尊重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独特感受，让数学学习的过程能够成为充满丰富多彩生活的过程，成为每一个学

生丰富情感经历的过程、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体验的过程。 

4.1.2 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环节重构 

构建一种“以学生为本，以发展为本”的数学生态课堂是实现新课程理念的必然要

求，是目前核心素养提出之后，教育改革的重点发展趋势。但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模式

还并没有确定，主要是为了把握数学生态课堂中的丰富内在涵养，比如学生和教师之

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师生和知识之间、知识和生活之间等等，要形成一种动态的和谐

状态。针对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几个重要的相关因素，下面提出了实施建构式数学生态

课堂的几个有效策略。 

（一）改变教师的传统方式：变老师为导师，生生为师共存的状态。 

第一点，要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为导师。导师的特别意义在于“导”这个字，这个字

的特殊在与它让数学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变成“导学”关系，这就要求教师要特别针对每

一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制定不一样的方法和策略，因材施教，个别针对性地指导每一个

学生的学习思想甚至是生活，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师生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同时，导师

关系还要求教师在日常和学生的对话之中可以以伙伴式的态度去对待学生，能够以真

诚、平等的心态去面对学生，彻底改变传统课堂上的那种师生之间教师高高在上审视和

拷问的状态。 

第二点，改变一人为师的状态，变为生生为师的状态，师生可以和谐共存的状态。

数学生态课堂在师生教学状态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角色定位，通过很多不同的形

式，比如：学习目标任务下放到学生、学生之间组建学习兴趣小组等等，通过这些方式

让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紧密、同学之间的合作交流能够更加有效。通过这样的

数学生态课堂，各个同学之间的知识能力、学生在学习习惯上的取长补短、每个学生思

想上集思广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整个课堂充满了智慧的共享，营造了生生和谐师

生和谐的美好学习气氛和氛围。 

（二）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变关注学习知识为关注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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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学生的状态，重点从关注学生的学习转变到关注学生的成长，换一种说法，也

就是从关注学生眼前的分数成绩转变到关注学生的整个成长的状态。“教师是学生学习

的引导者，是学生健康成长、健康发展的促进者”，教师不仅要积极关注学生学习数学

知识的传授之外，还更应该关注学生能力的形成过程，关注每个学生个体在生态教育中

的意志力，情绪状态，学习状态等各方面的变化，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是否科学合理，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数学生态课堂更加集中

地反映新课程改革下核心素养的提出，也更加关注了“三维目标”的要求。这就要求我

们要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创建一个和谐共处、快乐学习、幸福成长的学习生活状态和成

长环境。 

（三）转变备课教案的设计思路：变以课本知识为本的教案设计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学

案设计 

传统模式的课堂上，教师都是依据准备好的教案去上课，强调的是教师如何把提前

准备好的课本知识内容讲的准确无误，如果可以讲得重点突出、难点到位，那就是一节

当之无愧的好课了，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学生在整个过程中往往却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和听众。而笔者所提出的数学建构式生态课堂提倡导学学案，更加重点地突出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体地位，整个学习过程通过问题的提出、学生的积极参与、学

法的认真指导，师生共同完成知识的转移和整体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在

正式的课堂学习之前先是指导了学习的教学目标，带着对知识和疑问和渴求的学习态度

来进行上课，这样就能保证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能够做到积极认真地参与进来，也能

保证思维与行动能够真正得深入到数学课堂教学中去，充分发挥数学学习的主动性和带

动性。1 

（四）转变课程观念：变唯一固定的课程为多元的开放生成的课程。 

数学生态课堂强调丰富而灵动的教学资源。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资源较为单调，学习

的主要资源主要来自课本和教师，而真正意义上的一节好课应该是特别看重的教学资源

应该是学生自身的学习资源。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每一个知识点学生都

                                                 
1 葛高中.小学数学教学四重 [J].教育教学研究,2010（0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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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解能力，如果我们可以充分把握学生的这些闪光点，将传统意义

上的唯一固定的课程变为能够让学生自动生成的，能让学生的观点充分发散在课堂上的

课程，这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能够真正意义上地让学生本身的知识应用到课堂上

来。比如在一趟复习课的执教过程中，教师巧妙地将数学生态课堂的关键因素融合到其

中。这位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整理整个庞大的知识体系，部分孩子交出了特别完美的

作业，部分孩子还处在一个较为凌乱的思绪状态，无论是哪种状态，这节课都将数学生

态课堂的关键因素融入其中了，抓住了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十大核心素养中的应用意

识，创新意识和模型思想。同时，学生在整理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地体验了这一数

学活动的过程，印象深刻地从经历了数学活动而积累了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并从中不仅

收获到了数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体验过程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4.2 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 

4.2.1 构建和谐的数学生态课堂，创设奇妙的问题引入 

众所周知，一节数学课的开头是极其重要的，在课堂的起初，一个能抓住学生

内心的问题，一句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教学语言是构建一堂好课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

能够在一节课的开始找到切合这堂数学课的导入问题，能够整节课堂适当的地方提出一

个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能够提出一个符合学生心理需要的问题，成为整个课堂的一个

重点。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有很多讲究的，它要求教师所提出的问题首先

是符合这节课堂的教学目标的，其次要能够充分地站在学生的角度能够吸引学生的眼

球，这个问题的提出最好可以促使课堂上的学生可以自主地，积极地，主动地进入到一

个数学学习过程中去，同时还可以恰到好处地在提出问题的地方展示给学生该讲授的有

意义的知识内容。因此，教师能够合适的时候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

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首先，要善于运动学生周围相关的事物和话题，从学生熟知的生活学习情景出发，

以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作为整个教学活动的切入点，让学生可以从熟悉的场景较快地进

入最近思维发展区域，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比如在教授《数学广角-优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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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时候，我们从日常所熟悉的烙饼问题入手，让学生一下子能够对生活中这个熟悉

的场景感兴趣，从而对接下来要学习的数学优化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选用跟学

生周围熟悉的知识和事情入手，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对于教师在精心

备课过程中设计的重要的教学问题，在课堂上必须要有一定的契机可以去刺激学生的学

习动机，教师能够提供一定的引导让学生可以自主地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去充分地体验和

感知整个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适当引导也是极其重要的。在数学生态课堂上，我

们不应该局限于教案和提前的教学设计，而是可以让课堂上的问题得到自然的延伸，能

够以课堂中学生的角度去看待这节课，能够以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心理需要自然地提出相

应的问题，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其次，在课堂上要充分听取学生的心声，并以此构建和谐的教学问题，学生是数学

生态课堂中的最重要的主体因素，在课堂上学生内心的声音使我们最应该去关注的重

点，通过分析学生内在的心声顺势去构建课堂上要提出的数学问题，这个过程极其重

要。笔者曾观察到这样的课堂，这是一节由著名特级教师俞正强老师带来的《负数的认

识》，课堂上的学生发言都精彩极了，引得下面的一阵阵掌声，课堂上传来一位学生的

嘟囔声，“我去商场买东西付不起钱就是负数”，这位同学的话还没说完，课堂上就传

来了此起彼伏的哈哈大笑的声音，但俞正强老师却借此同学的“内在声音”提出了一个

问题“那么负数到底是什么？”，并讲述了负数的重要内容，并让学生了以“若（）为

0，则（）为正，（）为负”的句型来造句，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负数的认识中“0”

的重要性，有这个基本的参考标准才有相对的正数和负数，这节课堂上同学们不仅出现

了“若一个人的头为0，则长出头发的人为正，剃光头发的人为负”这样让人啼笑皆非

的语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真正得收获了负数的相关知识，同时也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数学学习的乐趣。 

4.2.2 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师与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 

（一）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策略 

教师和学生是数学生态课堂中极为重要的两个主体因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似是

独立存在的，实则两者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联系，它们两个个体之间不仅相互单独存

在，两者又互相起着潜在的相互作用。如何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能够在日常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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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课堂中和谐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教师和学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但同时

教师和学生之间又是相互左右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在日常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

生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师生的共同目的都是通过对数学课堂上教学内容的沟通交流，

师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团结合作共同地促进教学活动。教师和学生之间并不能是主导者

和被动接受者一样的关系，师生应该是必须充分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和学生都

能够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去进行数学课堂的教学，这样对教师来说对学生来说都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 

其次，教师和学生之间还应该彼此平等，相互理解.进步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以学生

尊重老师，同时教师也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千万不能出现教师以自我为中心，

认为自己才是课堂的“霸权者”。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正如

韩愈所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从这些古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和学

生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教师和学生是相互平等的，师生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理

解，互相促进，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引下学习知识，教师也要学会善于从学生身上吸取闪

光点，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教学能力，共同构建和谐的数学生态课堂。 

 

（二）构建数学生态课堂学生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 

    学生作为数学生态课堂中的一个极其关键的主体因素，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成

为了影响数学生态课堂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还较小，智

力发展水平还在进行中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对学生应该提出更加符合学生年龄和智力发

展水平特征的观点。首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倾听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

惯，倾听能力是作为学生的一个良好的素养和品质，小学阶段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勇于表

现自己的观点，希望自己的观念被老师采纳，这样往往会造成很多学生就逐渐丧失了倾

听的能力。但其实学生的倾听能力是极其重要的习惯，能够学习耐心地倾听他人的意

见，不仅包括老师的教学语言也包括其他同学的观点表述，我们首先都应该要学会倾

听，在作为一个“倾听者”的基础上再去思考，这样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

中的综合素养的提升。 

其次，“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指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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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其中社会参与这一点的提出让我们了解到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团结合作，协

作交流是数学生态课堂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与学

生之间应当培养合作交流，以共同体来学习的模式，通过同学之间的相互合作，从而提

升数学课堂学习的效率。比如教师在执教《周长的认识》这一节课时，其中一个环节就

是引入了四人小组通过教师提前准备好的学具，四个同学分工合作共同交流自主探索，

最后共同探讨出了“围一围”“滚一滚”“量一量”等测量周长的方法，在整个合作的

过程中，学生展示出了极其热烈充满兴趣的一面，也为整节课堂添彩了很多。 

最后，基于学生和学生之间具有的竞争意识，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比赛竞争这种机制

还是颇为感兴趣的，那么教师可以抓住学生的这种意识，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地利用这一

竞争的意识，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指向日常数学学习中的学习目标。学生之间

树立了一个确定而清楚的学习目标，并会正确利用这份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不仅可以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共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数学

课堂的效益最大化。 

4.2.3 构建数学生态课堂师生和环境（方法资源）关系的策略 

数学生态课堂上，教师，学生和方法资源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教师作为这三个

因素中的主要执行者，数学教师更应当充分具备教师的核心素养，“数学教师应该具有

的核心素养是数学素养（数学知识，方法思想，数学眼光），教学素养，人文素养”，

其中数学素养是教师核心素养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如何巧妙地处理好教师，

学生与环境（方法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效益有着极为

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以及结构性访谈的内容中综合分析，提出了在数

学生态课堂中教学策略的具体实施模式，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可以学会思维，学会创

新，学会合作，学会成长，具体将会在下节内容中做出具体阐述。 

4.3 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的实施模式研究 

4.3.1 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 

瑞士的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认识一个客体必须动之以手”，《义务阶

段数学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模仿与记忆，动手实

践，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才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因此，更要注重学生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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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让学生充分地感受数学知识的

一个好途径，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着力引导和激发学生在课堂中的数学教

学活动中去体验数学的奇妙，同时从数学的基本活动经验中去汲取养分。的确在日常的

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水平均是在当他们亲自去探索并且动

手操作的过程中去感知和收获的。经过学生最切身的体验，更加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真正理解，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在平常的教学中，极其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实践操作过程，这样可以让学生的知识能力和自我情感态度评价上都可以有重大的发

展，也能够更加清楚地体会和感知到数学知识的学习是一件轻松而愉悦的状态，能够更

加全身心地爱上数学。 

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践动手操作的片段。画一画，画图无疑是了解学生对于

图形概念掌握情况的最好方法，指尖上的数学学习总是显得有效显清晰。在小学阶段运

用尺规画图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直尺画线、圆规画圆。其中平行线和垂线的画法是

重点。在图形的变换与位置知识块中，路线的画法和描述则的另一种画的要求。设计的

绘制内容包括：基本图形绘制（平行线、垂线、角、各类平面图形）按要求画图、图形

变换与位置等。正如被访谈教师（WWN-20181026）在回答在实施数学生态课堂的过程中

具体的实施模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时，她特别指出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非常有必

要的，并提供了她所带班级如表4.3所示的学生作图完成情况统计表， 

画几何图形对于概念的本位掌握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多种感官协同活

动，自己构造直观，有效地支撑了空间想象，有利于空间观念最近发展区的最大化。可

以看出，良好的画图技能，直接反映学生对于图形表征的理解程度。从表4.3中可以看

出，在基本图形的绘制一栏中，方法正确的仅占9%，足以看出目前的数学课堂对于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这一方面的训练和培养还是欠缺的。实施数学生态课堂，要充分注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充分发挥新课程标准中十大核心素养中的几何直观和空

间观念，更好地为实施数学生态课堂打下坚实的基础。 

表 4.1学生作图完成情况统计表 

类

别 
基本图形绘制 图形与变换 图形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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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指

标 

方法

正确 

标注 

不完

整 

过程

不完

整 

平移

定点 
旋转 对称 

 

放大

与缩

小 

画图 

正确 

描述 

正确 

测量

计算 

定位

正确 

百

分

率 

9% 25.% 41.0% 76.9% 89.7% 92.3% 79.5% 84.6% 87.2% 69.2% 

 

教学片段赏析： 

学生积累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只有参与了多样化的数学实践活动，经过了多次的

实践，将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才能在不断重建

与更新中螺旋提升。在学习“长方体的认识”这一课之后，让学生用若干长方形或正方

形纸板制作一个长方体箱子，有学生进行了这样的研究： 

表 4.2长方体的认识表 

实践主题 实践过程 实践结果 

用以下纸板和透明胶制

作成一个长方体纸盒。（每

种纸板数量若干） 

1、想：一个长

方体需要几种面？ 

2、选：所选面

的边长有几种不同

的长度？ 

3、做：制作长

方体纸盒。 

4、比：对比生

活中的盒子，修改

长方体盒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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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完成第3步实践过程后发现，“生活中的箱子，上面的盖子是由两个小长方

形拼起来的。”所以对比生活中的箱子后，学生最终呈现了三种不同的长方体盒子。 

在这个实践活动中，学生综合应用长方体的相关知识，通过思考，比较，计算后，

在众多数据与平面图形中进行选择，最后拼组制作并完成实践活动。学生在实践操作的

过程中，将实际问题转变成数学问题，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效地呈现实践操作的结

果，使他们在应用实践操作活动经验的同时，又逐步积累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经验。我

们也看出了，实践操作能力是数学生态课堂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教师在执教数学教学

内容，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应该将动手操作这一个环节设计到每节课堂中去，要强调

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在数学生态课堂中的重要地位。1 

 

4.3.2 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和引入 

一节优秀的数学课堂，教师应该注重一节课的教学情境的创设，富有吸引力的教学

情境的引入可以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让学生更快地投入到课堂的氛围中来。能够引导

学生有趣而生动的具体教学情境中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从而发自内心地喜欢数学。著

名数学家h·freudenthal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数学是现实的，学生从现实生活中

学习数学，再把学到的数学应用到现实中去。”，小学生由于受到年龄和智力水平的约

束，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更容易地现实情景中熟悉的场景或者已经有过初步接触过的知

识经验出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去学习新的数学知识，更容易让小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得

去接触数学，更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学的探索活动之中，更容易通过自己对这些熟悉情景

的回顾和反思从而更好地理解新的数学知识。2正如被访谈教师（TFW-20181030）   所

说，“新知识的学习总需要旧知识的参与，在“结构性观念”的帮助下，旧知识能够对

新知识形成正迁移，使知识更容易理解。”,并向我们展示一个新旧知识迁移的表格，

如表4.5所示，“几和第几”与“用数对表示位置”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两者联系紧

密，我们用一一对应、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我们可以抓住它们的共通点，利用类比迁

                                                 
1 陈寒琼.让数学活动真正成为学生经验生长有效载体——以“认识角”为例[J].新课程导学,2014(08):57-61 

2刘道玉.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06):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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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整体布局，培养数学核心素养中学生的空间观念、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让学生

的学习活动更为灵活与深入。 

表 4.3确定位置新旧知识迁移表 

 
认识几和第几（一

上） 
用数对表示位置（五上） 

知识 

生长点 

用“开火车”的小游

戏导入新课。 

1.回忆“几和第几”的学习过程

和方法结构。 

2.描述班长的位置，设置冲突，

体会到约定统一描述方式的必要性。 

形成概念 

通过“排队买票”的活

动，在现实情境中认识

“几”和“第几”的含

义。 

通过“砸金蛋”的游戏，认识列

和行的含义，建构“数对”规则。 

描述位置 

通过“做灯笼”活

动，加深对“几”和“第

几”含义的认识。 

在示意图中，用数对描述场馆的

位置，提升掌握“用数对确定位置”

的方法。 

生活拓展 

创设小动物赛车比赛

的场景，让学生尝试提问

题，综合运用“第几”确

定位置的方法。 

找停车场的位置，用数对表示喷

水池的位置及这些数对的特点和变化

规律，综合运用数对确定位置的方

法。 

知识 

延伸点 

梳理学习“几和第

几”的过程，猜想教室里

确定小朋友位置的方法。 

梳理学习“用数对确定位置”的

过程，猜想一箱鸡蛋中确定位置的方

法，形成“点-线-面-体”的知识体

系。 

数学思想 一一对应、数形结合、函数思想、类比迁移等 

数学素养 空间观念、应用意识、创新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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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赏析2： 

笔者在执教四年级上册《烙饼问题》这一课内容时，充分了解到小学阶段学生是以

形象思维为主，在教学情景的创设引入中，教师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努力创设跟学生

熟悉的学习情景，激趣引入，将学生周围生活中熟悉的生活素材和熟悉知识相结合，激

发学生的兴趣，这样也有助于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对一节较难的数学课程产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再充分结合数学课本上的内容，将跟教学内容有关的趣事巧妙

地展示给学生，不断地吸引学生的眼球。在这一节课中，笔者先以日常生活中每天早上

都要吃的鸡蛋作为激趣引入点，用煮鸡蛋设置一个脑筋急转弯来瞬间捕捉学生的思维，

将整个班级学生的思维都带入到这节课堂上。 

师：同学们，正式上课之前我们一起来玩个脑筋急转弯吧？同学们每天早上都要吃

鸡蛋对吗？如果煮熟一个鸡蛋要用5分钟时间，同学们，请思考一下煮熟5个鸡蛋要用

多长时间呢？ 

生1（脱口而出）：5乘5得25分钟。 

班上出现了隐隐的嘀咕声，似乎是在反对生1的说法，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 

师：看来有同学不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谁再来说一说？ 

生2：5个鸡蛋并不需要分开煮，完全可以一起放进锅里面一次就可以煮熟，需要

的时间是5分钟。 

教室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师再问：为什么会想到一起煮呢？ 

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教师小结：我们发现，当我们把五个鸡蛋同时放到锅里煮的时候，可以最大程度地缩短

时间。看来，煮鸡蛋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呢！其实啊，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类似的

情况， 

     通过这样的一个激趣引入，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样的设计意图 

这样的设计意图，以跟学生息息相关的有趣的生活情景为前提，站在学生的角度

去设计这一堂课，大大地引发学生探究新知识的欲望，这样的教学情景的导入从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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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在具体的情景中学习数学知识，学生不仅能够增添学习知识

的乐趣，同时还体验了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通过以上两个教学片段的赏析，在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中，注重教学过程中的情

景导入，将数学知识和学生熟知的情景相结合，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基本经验，让学生

能够从中去体验旧知识和新的数学知识的一个内在的联系，从而将数学生态课堂的效益

最大化。 

 

4.3.3 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探究行为   

2011版的《义务教育数学标准》提出了的数学核心素养中，重点介绍了要培养小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重要强调了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就是思维素养，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数学思维。因此我们在日常的数学教学中要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究行

为，引导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能够善于思考，能够从日常的活动研究中去感受数学，

去创造数学，能够从每一节课中去体验数学知识的创新思维和数学思维，培养学生能够

逐步养成数学核心素养中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

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索者。”，因此，在

这样的基础中，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应该充分把握学生的这种想要去发现想要去

探索新事物的心里状态，充分调动学生对事情的浓厚兴趣，充分激发起学生自主学习和

自主探索的激情，把这份激情和热情充分地体验到学生数学数学的过程中来，教师更多

的应该是扮演一个指导者引导者的角色，为学生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摸索提供一个平台，

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地去观察生活中的数学现象、通过小组合作交流，经过反复推敲，猜

测学习的结果并和同学去反复研讨最终得出结论等。最重要的是整个数学过程中，学生

对知识的探索，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对一个数学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把握，通过这些过

程让学生可以自主地得出生活中数学的奇妙所在，能够真正地从这一探索过程中收获学

习的乐趣和成果。
1以《角的认识》为例来展开。 

一、挖掘概念本质，充分经历探究活动过程 

                                                 
1潘 勇.数学“过程”教学认识和实践[J].数学通报,2012（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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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数学的灵魂，也是学生数学学习的根基。围绕概念本质内涵的活动所产生

的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行为产生的活动经验才会带着浓浓的数学味，蕴含着无限的扩展

力。教师应应当充分重视学生的自主探究的活动能力，关注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

方法。比如二上《锐角和钝角》一课，如表4.6所示，从知识技能层面分析教学目标非

常简单：使学生知道锐角比直角小，钝角比直角大，会用三角尺上的直角判断 。这一

概念的本质是什么？学生通过怎样的自主探究活动经历才能积累丰富的活动经验呢？ 

 

表 4.4人教版“认识角”系列课编排体系表 

年

级 

二年级上册 四年级上册 

 

相关教

学内容 

1．角的初步认识：知道角

的各部分名称，知道角的大小

与两边张开的程度有关，初步

学会用尺画角。 

2．认识直角：会用三角板

判断直角和画直角。 

3．认识锐角和钝角。会用

三角板判断一个角是直角、锐

角还是钝角。 

1．认识射线、直线和角：由射

线引出角的定义。 

2．角的度量：从比较角的大小

引出用量角器量角的方法，能画指定

度数的角。 

3．认识平角和周角：认识并理

解平角、周角、锐角、钝角和直角之

间的关系。1 

 

在初步认识三类角，知道它们大小关系后 ，教师组织学生一起动手去玩一玩简单

有趣的活动角，让全体学生自主参与进来，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锐角、直角、钝角间的关

系，在这一个自主探索的过冲中不断充实了对“无数个”的表象建立，渗透极限思想，

让学生体验到锐角和钝角都是范围角，有无数个。在师生间不断地思维碰撞中，还将平

角概念悄然引入，进而对“锐角、钝角”的概念进行补充延伸，使概念学习更为严密、

                                                 
1陈寒琼.让数学活动真正成为学生经验生长有效载体——以“认识角”为例[J].新课程导学，2014(08)：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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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课程标准提出“四基”（在原来“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础上增加“基

本活动经验”、“基本思想方法”）是有机融合的，我们不能光以知识技能的目标判定

一节课的难易，更不能以此“抹杀”自主探究活动的价值。 

二．“动静”有机结合，提升探究活动思维价值 

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应当重视学生在数学活动中积累经验，特别是要重视学生的

自主探究的能力，这有别于日常生活经验，是具有数学目标的学习活动的结果，只有思

维的深度介入，才能使其具有数学意义。所以，为了强化对数学思维的培养，提升学生

的数学思考自觉，让数学活动成为数学思维的活动，教师应该在活动设计的过程中，处

理好“动静”关系。 

1.先动后静，注重活动后的回顾反思 

“动”可以是操作性的、具体的，所获得的一般是直接经验；“静”可以是思维的

活动，是一种提升，比如，归纳的经验、类比的经验、证明的经验，这是掌握概念的直

接前提，更是直观过渡到抽象的必要途径。 

比如二上《角的初步认识》、《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等概念教学，很多教

学设计会经历类似的活动过程：从实物图中找出角——隐去实物图，抽象出数学角——

抽象概括共同点、发现不同点。 

显然，教师都把学生对具体例证进行分化和类化当成概念教学的重要环节。但如果

学生在获得数学概念后就此终止，不对获得概念的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那么数学活动

就有可能停留在经验水平上，事倍功半。所以，在抽象出概念后能对思路进行检验和自

我评价，探索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那么学生的思维就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再概

括，形成策略和方法性经验。 

比如《角的初步认识》中，引导学生反思学习过程，感悟“通过对比找共同点的方

法认识角”，在学习《锐角和钝角》中，再次引导学生回顾反思，感悟“用分类的方法

便于研究角的不同点，进而认识锐角、直角、钝角”。 

长此以往，学生便学会了“数学地思考”，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条理化、清晰化、精

确化、概括化，这便促成了数学素养的形成。 

2.先静后动，重视活动前的想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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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于“动手操作”来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培养想象能力，恰恰

相反，我们可以将部分操作内容转化为“静态操作”，激活学生的“动态思维”,让学

生在动手操作前先经历想象，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表征自己的想法，使学生对“从一点引

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有了本质的理解。再次想象无数个角渗透极限思想，

还直观演示了动态角的形成过程，为后续学习“认识量角器、旋转、位置和方向”等内

容找到了“原型”，建立了表象，积累了“静态操作”的经验。“动”、“静”只是经

验的外显形式，从辩证角度来说，不存在纯粹的“动”和“静”，因为活动本身时时刻

刻伴随着思考，思考的过程中就有活动经验的积累，它们之间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

无先后次序之分。为此教师应该吃透教材，在教学中不断提供思考的机会和素材，不断

渗透，引领活动走向“数学生态化”。 

 

4.3.4 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综合运用 

学习数学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即使当一个人踏出校门出身社会之后，还能够养成以数

学的思考和数学的思维来看待世界，这样就是数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因此，我们要注重

教学过程中数学的综合运用能力，不只是教会学生能解决书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指

引学生可以利用数学的眼光去解决实际生活的实践问题。 “人人都应当学习有价值的

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需要的数学”，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最

重要的是满足学生未来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能够教会学生以自己的生活为背景从中去探

索数学知识，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数学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数学

知识的综合实践运动。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就是让学生可以在学习数学知

识的同时，还能充分地去体验整个学习的乐趣，可以把数学学习和自身的综合发展和个

人的成长相结合，可以用数学的知识去观察生活中的事物，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去看待自

己周围的数学世界。 

教学片断赏析2： 

回顾学习过程，提取活动经验 

课终，根据学生的回顾构建知识体系。在一个点上，不用数就已经确定了位置。

（ppt：一个金蛋抽象成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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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线上，统一了方向，用1个数就能确定位置。（ppt：一排金蛋抽象成一条

数轴）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吗？（一排小朋友、记分册等） 

在一个面上，明确了方向，用2个数才能确定位置。（ppt：一面金蛋抽象成一块

方格图）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吗？（棋盘上棋子的位置、地球上的经纬线等） 

师：如果接着往下学，你还想研究什么？ 

生：我想研究在一个立体图形内如何确定位置？ 

师出示一箱金蛋：你想是如何确定的呢？ 

…… 

学生通过回顾学习过程，将课始的数学活动中积累的经验重新提取，经历“一个金

蛋→一排金蛋→一面金蛋”抽象成“点→线→面”的过程，然后通过举例对概念的理解

进行了深化，通过拓展使结构更加完整，逐步构建出“点→线→面→体”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处理既能有效地沟通起新旧知识的联系，又使学生能主动反思自己的学习经历，

为下次学习提供经验。 

 

4.4 本章小节 

这是本文的第四大章，这一章节主要讲了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策略的研

究，从理念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环节的重构，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构建数学

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的实施模式研究等方面做了具体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1）构建和谐的数学生态课堂，创设奇妙的问题引入。（2）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师与

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3）构建数学生态课堂师生和环境（方法资源）

关系的策略。并在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模式研究中提出了几个重点的策略：（1）注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2）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和引入。（3）注重教学过程

中学生的自主探究行为。（4）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综合运用。还针对每一个策略都展示

了一节或两节典型的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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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论文结论 

5.1.1 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方面 

本文首先通过对小学数学课堂的现状进行了部分学生和部分教师的问卷调查以及部

分教师的结构性深度访谈，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进一步得出了小学数学生态课

堂的现状以及影响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的一些主要的因素，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自身

的教学经验，探究了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一些策略与建议，笔者对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

现状调查，主要讲了调查的设计，包括调查的目的和调查的工具，调查的工具包括问卷

调查法和结构性访谈法，并分析了调查的对象以及构成 ，然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

析，主要从学生版本的调查问卷，教师版本的调查问卷，教师的结构性深度访谈进行分

析研究。第三小节讲了本次调查的结论，分析目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主要从三个方

面来阐述，其中包括经历数学活动与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是不对等的，寻求教师，学

生，环境（方法资源）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状态。数学生态课堂发现的主要因素和问

题，基本表现在数学生态课堂主体缺乏充分互动，数学生态教学环境的缺乏，数学生态

课堂教学目标设定需要改进 ，生态课堂教学方法的实施需要更新等方面。 

 

5.1.2 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方面 

根据影响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和相关因素来分析。从理论方面来看，要建设一个充

满活力的生态课堂，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氛围，并创造一个激发思维

的平台。创造一个点燃知识激情的火炬，注重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培养他们的

数学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让课堂充满活力，真正实现师生的和谐统一发展。本文的第

四大章讲了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和教学策略的研究，从理念构建，数学生态课堂环

节的重构，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策略的实施模式研究

等方面做了具体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构建和谐的数学生态课堂，创设奇

妙的问题引入；构建数学生态课堂教师与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构建数学

生态课堂师生和环境（方法资源）关系的策略。并在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模式研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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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几个重点的策略：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和引

入；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探究行为；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综合运用。 

我们在日常的数学生态课堂上，应当要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让教室的内外相互融

合，使教室成为充满灵动生趣的学习空间，使数学生态课堂能够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空

间，让每节数学课堂都可以给学生展示一节精彩纷呈的好课。在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

略研究中，应当要保持教师和学生的生态关系的策略，要互相理解，相互平等，相互独

立又相互作用，保持学生和学生的生态关系的策略，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与习惯，培养

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协作交流的好习惯，能够健康地应用竞争意识。教师可以擅

长运用跟学生周围相关和熟悉的话题与趣事，让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去积累数学的基

本活动经验，教师能够在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过程中给予恰当的引导，让问题自然地延

伸，在延伸中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数学生态课堂。 

 

5.2 研究展望 

通过调查问卷和实证分析，找出了影响数学生态课堂实施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

策略。总体而言，目前数学生态课堂的要全面实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学

校来说，我们是可以做到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改进从而极力推广数学生态课堂的教学策

略，这对于学生，对于教师，对于学校，对于政府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在研究

过程中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小学数学生态课堂的现状做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并对所出现的结果做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分析，最终从研究得出的结论出发，结合

教学过程中数学生态课堂实施的教学案例提出了小学数学生态课堂教学的一些策略与建

议，但由于自身理论水平有限，实践经验不粗，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调查对象的单

一、调查数据存在不足，数据分析不专业以及对于对数学生态课堂如何具体控制方法提

出策略建议不充分等等．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本人会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的改进

与完善，文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观点难免会有值得推敲之处，望各位专家、老师不吝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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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结构性访谈提纲： 

教师基本信息统计 

出示以下的几个问题： 

1.您从事数学教育工作的初衷和目标是什么？ 

2.您任教的学校是公立学校吗？执教的年级和班级？各班的人数是多少？ 

3.您的学校是否已经开始实施数学生态课堂？请你初步介绍一下你所认为的数学生态课堂是什么？ 

4.您在数学生态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具体的教学模式是什么？你认为在教学中小组协作有必要性

吗？ 

5.您认为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对数学生态课堂的构建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影响？ 

6.您所在班级有明显的数学生态课堂环境布置吗？ 

7.您在实施数学生态课堂过程中，教师课堂管理的困惑体现在哪方面？ 

8.您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大环境下是否能够实施数学生态课堂？学校和政府是否支持？ 

 

B.调查问卷（教师版） 

1．您的背景资料 

教龄（     ）学历（     ）您所处学校是（乡镇级小学、城区示范校、城区普通学校） 

2．据您了解什么是生态课堂(     ) 

A．师生轻松和谐的课堂       B．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 C．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 

3．您认为生态课堂最关键的是(    ) 

A．教师以问为主   学生以答为主    B．教师以教为主   学生以听为主   

C．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  训练主线 

4．您认为生态课堂构建模式与新课程改革的关联情况是(    )  

A．关联比较大  B．有一点点关联   C．无任何关联 

5．您认生态课堂构建模式与教学质量的关联情况是(    )  

A．有一点点关联    B．关联比较大   C．无任何关联 

6．在您看来开展生态课堂构建与模式研究以来的变化情况是(   )   

A．全校整体教学成绩提高了           B．全校的综合管理水平提高了 

C．本班或本科目的教学质量提高       D.任何提高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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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制定教学目标一般考虑（   ） 

A．注重三维目标整合                 B．只考虑知识目标 

C．即考虑教师的教学目标又考虑学生的学习目标     D.什么都不考虑 

8．您在课前是否告诉学生学习目标(    )   

A．会在每节课前把学习目标展示给学生   B．没有必要一定让学生了解学习的目标 

C．老师自己掌握目标即可 

9．您知道“三养一改”吗（   ） 

A．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卫生习惯,改精神风貌 

B．养成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习惯,改精神风貌 

C．养成良好的爱国、爱家、爱父母习惯,改精神风貌 

10．课堂上您对学生的质疑是(   )   

A．鼓励          B．无所谓不评价          C．小结、归纳、引导 

11．您认为课堂上安排小组讨论的依据是(    )   

A．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    B．学生学习的需要     C．上级的要求 

12．您在教学中安排合作学习是(   )   

A．经常                  B．有时                 C．从不 

13．您在组织合作学习时最关注的问题是（    ）（可多选） 

A．合作学习问题的设计 

B．注意给学生充分的合作交流时间 

C．注意控制合作学习时的纪律 

D．关注差生参与合作学习的收获 

E．让学生明确合作学习的要求与组内的分工 

17．您认为教学反思的作用是(    )  （可多选） 

A．可以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B．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C．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D．有利于班级的管理 

18．您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   

A．能提高教学质量       B．不能提高教学质量    C．反而使教学质量下降 

19、在生态课堂下教学时间够不够用？ 

A、时间充足  B、时间仓促，有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时间     C、时间不够用 

20、请您简要地说说，你所理解的数学生态课堂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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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查问卷（学生版） 

1、你觉得你学习的目的是： 

A为了建设祖国（  ） B为了自己（  ） C为了爸爸、妈妈（  ） D为了老师（  ）；  

2、你把解决数学问题当作是： 

A一种乐趣（   ）  B一种任务（   ）  C一种负担（   ）； 

3、你喜欢的学习方式是： 

A自己看书,做题（   ）   B与同学讨论学习（  ） C分组动手探究活动（  ）  

D老师讲自己听（  ）     E同伴互助学习（   ） 

4、当你没有听懂老师的讲解时，你会： 

A大胆举手提问（  ）      B在老师的启发下提问（  ）   

C有点害怕，不敢问（  ）  D不想问或不知怎么问（  ）； 

5、在完成数学作业遇到困难时，你通常会： 

A问老师（   ） B问同学（  ）  C自己看书（  ）  D自己乱做（   ）E抄别人的（   ）； 

6、你喜欢怎样上一堂课： 

A老师引导学生讨论（  ）          B老师讲解学生听（  ）     

  C学生提问后老师再讲解（  ）    D学生自学（  ）； 

7、你觉得什么方式最容易学会知识： 

A听老师讲（   ）    B分小组自学（   ）     C老师先讲解再合作讨论（   ）D先合作讨论

老师再讲解（   ）； 

8、当一道数学题一些同学做了几遍都错了，老师一般是： 

A耐心地讲解（   ）  B 发脾气后再讲解（   ）   C不理睬（   ）； 

9、在老师让你亲自体验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你是否有过与众不同的发现？ 

A有过很多次（  ）B有过但次数不多（   ）  C从来没有过（   ） 

10、你每天的数学家庭作业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A.10分钟左右（    ） B.20分钟左右（    ） 

C.30分钟左右（   ）  D.40分钟以上（   ）；  

11、你们上数学课时，老师爱表扬学生吗？ 

A经常（  ）  B有时（  ）    C很少（  ）； 

12、在上数学课时，你和同学之间会经常讨论遇到的问题吗？ 

A.经常（   ）B.偶尔（  ）C.一般不会（   ）D.从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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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课堂上,老师一般表扬学生: 

A.上课认真,专心听讲(  )        B. 做题做得对(   )                

 C.解决问题的方法好(    )       D.与别人想的不一样(   ) 

14、课堂上，你们会动手做一些实验或动手操作探究一些问题吗？ 

A.经常（  ）  B.偶尔（   ）   C.从不（  ）。 

15、你的老师上课经常用教具或多媒体课件吗？ 

A.经常（   ）B.有时（   ）C.从不（   ）； 

16、你喜欢数学吗?请简单的说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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