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好的课程服务
金坛市朝阳小学

　 　 一、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我们认为“更好的教
育”，落实在学校层面，就是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课程服务，提升课程实施水平。这不在
于学校的大小，不在于学校的新旧，在于对学校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常州
市教育局进行课程基地的创建，为学校建设更好的课程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资源。

金坛市朝阳小学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小学母校，学校传承华罗庚的“一条龙”教
学思想，提出了数学主题拓展的教学主张，成为了常州市首批课程基地学校。课程基地
建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数学课程服务，而且对我们学校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学校的课程文化，点燃了学生的创新和实践的火焰，促进了学生自我成长，全面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内容

　 　 （一）从教学走向课程，促进学生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思维方式
所谓数学主题拓展教学是为学生形成结构化、系统化思考服务的教学；它是由“主

题”将课内外零碎散落的内容统整起来，构成新系统，获得新见解的教学；它是促进学生
进行主动“想”的教学。主题拓展课堂就是要不断制造让孩子们去“想”的事件，才能让
孩子变得越来越智慧。比如一张白纸中的数学。让学生通过一张白纸想起，会提出哪
些数学问题呢？一张白纸有多大，有多重，周长是多少，体积是多少，值多少钱，学生在
这些数学问题的解诀中，对一张白纸有了更数学化的了解。然后，利用一张白纸作为素
材研究数学，拓展到怎样做长方体，圆柱体等。

数学主题拓展教学从主题出发，通过网络结点主动发散，形成纵横交错，有机互补
的新的主题结构，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生长，将不断丰富该结构。随着一个个不同主题的
拓展进行，每个主题之间的联系又生长了新的结点，也将不断补充学生原来的结构系
统，逐步完善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也促进学生形成结构化、系统化思维方式。

根据主题拓展课堂教学形式和目标达成的不同，我们在实践中进行了主题复习课、
主题阅读课、主题方法指导课等教学形式的尝试，通过这些别样的课堂激活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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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式。譬如，根据学生对公历中的年月日的已有经验，我们开发
了与生活相关的“不同的年月日”主题拓展课。从引导关注“农历”，到了解公历农历与
太阳、地球、月亮自转公转的联系，进而自主探究农历月份和全年天数，最后从对多个年
份的研究，拓展到农历闰年的一般规律。“不同的年月日”主要体现三个层面的不同：农
历月天数、农历年天数以及农历闰年的规律与公历的不同。以“不同”为线索，在观察、
比较、归纳中逐步建构公历与农历的联系与区别，呈现了别样的精彩。

当然，像这样的实践我们还不止于此，如果说《有趣的数学猜想》、《漫游二进制王
国》、《钱“生”钱》等日常主题拓展课，满足了中高年级学生多样化需求，那么，《奇妙的
罗马记数》《数字墙》《数棋》等主题拓展课，更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结构
有序、方法多元的立体融合，凸显主题拓展课程教学的核心价值，从最接近学生的起点
走向最远的终点。

在日常主题拓展教学经验累积的过程中，我校教师团队在基于教材自我确定主题
的基础上，编写修正主题拓展方案，在地方校本课时中每人每周上一节主题拓展课进行
教学实践，促进教师思考并形成观点，并将方案优化形成年级序列，建立数学主题拓展
课资源库。比如我们已经建立的六年级“图形与几何”拓展系列。

序　 号 拓　 展　 主　 题 序　 号 拓　 展　 主　 题
１ 变与不变 ５ 表面涂色的长方体
２ 折纸中的数学问题 ６ 酒瓶中的数学问题
３ 做长方体 ７ 标志中的数学
４ 一张白纸中的数学 　 　 ……

在基于对小学数学主题拓展教学内涵和价值的思考上，我们架构了以苏教版教材
知识体系为线索，凸显适合学生自我思考合作实践的、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数学主题拓
展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有了系统的框架。

我们希望跳出以单纯课堂教学组织方式改良的范畴，通过主题拓展教学的研究，拓
展数学学习的渠道，丰富学生数学学习的方式，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
　 　 （二）以课程促进发展，从学生最近的起点走向最远的终点

数学主题拓展教学为孩子的数学学习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美丽风
景，激发起我们更多的创想和创造。我们试图将主题拓展教学开发成为一门制造学生
“想”的课程，最终走向成为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私人定制”课程。
１． 开设可供孩子自由选择的拓展课程：主题创新活动课程。
著名教育家李希贵校长曾说过：一个行业的成熟度决定于它的选择性。同样，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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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拓展课程的“选择性”是基于学生已有经验，通过活动的方式，让孩子的选择和喜欢
得以实现，“主题创新活动课程”的开设为学生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实践提供了机会与平
台。

比如，平时我们去超市购物，在结账时，营业员通常都会扫描货物上的条形码，获得
货物的名称、价格等，于是我们就设计了“认识条形码”的主题创新活动。让学生先通过
自主学习，了解条形码的相关知识；再通过课前实践调查认识条形码所涵盖的信息；介
绍它的基本原理。学生联系条形码知识生成更多数学问题，畅想未来条形码会怎样？
以及思考与条形码相关联的知识，如身份证、磁卡、二进制编码等问题，进而认识二维
码。

数学主题创新活动是基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体验，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值得研究的
内容为主题进行实践。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个学会实践，体验创新，感受价值，提升素养
的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开发了三到六年级“标准体重与合理饮食”“折纸中的角度”
“数学眼光看雾霾”等主题创新活动系列，并在《小学教学设计》、《小学生数学报》、《江
苏教育》等报刊上陆续发表。

年　 级 主题创新活动内容

三
《变废为宝》

《标准体重与合理饮食》

四
《对数学猜想四色原理的再探究》

《探究折纸中的角度》

五
《数学眼光看雾霾》

《住房面积计算中的学问》

六
《走近华罗庚》

《关于胶带纸的数学思考》

此外，我们还开通过“名师讲坛”，给孩子主题拓展学习更好的引领；“学生讲坛”，
讲述自己的实践，分享成功体验。选择性课程的开设，为学生数学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
２． 开设传承华老精神的数学社团课程：“华罗庚少年数学院”。
“华罗庚少年数学院”社团是华老执著追求、勇攀高峰精神的传承，也是满足学生个

性化需求的主题拓展课程实施的有效载体。“数学院”整合小学生数学报中“名师大讲
坛”和“创新活动”等栏目素材，通过“主题式”“菜单化”学习方式，引导学生掌握数学思
想方法，培养分析推理能力，帮助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孩子对成为小小数学家
的追求，成为数学小院士的愿望。目前我们在中高年级成立了华罗庚少年数学院，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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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内容系列。以下是五年级部分主题学习内容：

序　 号 拓　 展　 主　 题 序　 号 拓　 展　 主　 题
１ 大胆的数学猜想 ６ 走进丰富多彩的圆世界
２ 合理利用公因数和公倍数 ７ 打破常规思考
３ 利用分数的意义解决问题 ８ 抓住关键迎刃而解
４ 抓变化，巧推算 ９ 毕克定律
５ 巧用分数的基本性质解决问题 　 　 ……

正如李希贵校长说的那样：传统教育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其实树与树之间本
来就不同，要发现每棵树的需求和价值，就要为他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那么，“华罗庚
少年数学院”就是学生“实现自我认知、自我发现”的平台，让我们不但能透过“森林”的
万木峥嵘，还能看见“树木”的枝条摇曳。
３． 开展展示学生数学梦想和数学才华的课程：数学节日课程。
数学是什么？数学的魅力在哪？站在学生的立场，如何将数学与文化整合，不断给

学生以启发、思考、体验？“数学文化节”的开展为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载体和路径。
它是数学主题拓展课程建设成果的展台，是引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实践，去参与、

去思考、去评价、去分享的盛会。我们通过每年一届数学文化节的开展，不断营造数学
主题拓展课程文化，例如：“数学游戏”，孩子们在这里“玩数学”；“节徽设计”，展现他们
的个人创新和数学审美；“数学嘉年华”，用孩子们“最喜欢”的形式，做“最想做”的事
情。通过创设数学实践平台，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的舞台。
　 　 （三）基地推进学校课程建设，给孩子更好学习课程服务

从数学课程走向学校课程，以数学课程基地建设推动学校整体课程的发展，是我们
在基地建设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我们的课程基地由数学学科做起，在实践中做了较为
成熟的架构，在师生的发展上产生了影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事实上，除了数学主题
拓展课程建设外，我们还在“知书达理”办学理念的落实、“一局五院两站”学生社团的
开展，潜力学生激发与培养、学科教研组特色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主题化、校本化的探索
实践，依托基地课程文化，将主题拓展理念深深地弥漫在学校的方方面面，学校主题化
课程，更好的满足每个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的需求。

　 　 三、特色

１． 形成了主题拓展课程教学模型。
“数学主题拓展教学”是以“主题”为核心构建教学的主干脉络，一堂课围绕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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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由三到四个不同形式的活动模块组成。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自主、合作学习，
体验感悟、探究主题内容，展示交流学习结果，教师通过点拨、梳理、串联，引导学生不断
拓展，形成结构化、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根据数学内容和主题特点分为知识主题，文化
主题和精神主题三大版块，三大板块的内容间可以相互交融，但目标达成上有所侧重。
形成了丰富的主题拓展课型。例如：主题方法指导课、主题错误研究课，主题数学欣赏
课、主题数学阅读课和主题数学休闲课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题拓展”课堂结构特
质。（１）以主题为种子的“板块化结构”。（２）以“你知道吗”等为形式的“及时联想”。
（３）以获得经验和观点为目标的“创新活动”（４）从点到线到面体现其延展性的“类的拓
展。
２． 主题拓展课程系统和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我们在原有主题拓展教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上从教学走向课程，从课程走向基地，将

主题拓展教学开发成为这一门制造学生“想”的课程，开发成为学生数学学习“私人定
制”的拓展课程，我们资源先行为系统课程的实施提供了保障，课程的实施又丰富了主
题资源。

（１）构建数学主题拓展课程体系。基于对小学数学主题拓展的内涵和价值的思考，
形成以苏教版教材知识体系为线索的，凸显适合孩子自我思考合作实践的、符合学生年
龄特点的数学主题拓展课程体系。开设全员参与的主题拓展课程：每周一节主题拓展
课，举办华罗庚数学文化节等；开设可供孩子自由选择的数学拓展课程：数学主题创新
活动，名师讲坛，潜力学生助学，让孩子的需要得以实现；开设让孩子自主体验的主题拓
展社团课程，华罗庚少年数学院、学生讲坛等，他们在自主、自信、自立中不断体验到数
学学习的快乐。同时主题拓展程和日常教学相融合，形成相互促进的系统，推进了日常
教学的主题化变革，凸显核心概念、核心知识点的主题化拓展。

（２）建设学生自主学习，师生共享的数学资源体系。开发了教材７０个《“你知道
吗”》解读，《学生能懂的数学名题》，《数学主题实践》，《数学游戏》，《数学相声》，《数学
主题童话》，《糖果王国历险记系列漫画》《９９个数学家故事》数学主题阅读《走进数学大
世界》，主题创新活动微视频等学习资源，建成小学数学学习主题拓展教学网。

（３）建设促进教师发展的资源体系。在学生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教师教学资源，为主
题拓展课程服务。例如典型错误资源库，数学阅读资源库，核心课例、典型名题等资源
素材库等。

　 　 四、成效

１． 学生的数学素养得到了提升。
数学主题拓展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学科课程的学习形式。这别样的数

学课程，不仅主题内容来源于教材，而且与学生的已有经验相关，通过联想、超级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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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方式进行，充满了数学的智慧，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他们会用主题化的方式思考问题，进行联想和整合，主动提出相关主题的问题，例如
百分数有没有千分数，万分数等；主动关注一类问题的研究，例如数学符号的产生，会查
找相关主题的书籍，会自我制定主题研究项目等。
２． 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提升。
通过几年来的研究，教师能自我确定主题，编写拓展方案进行教学，并能不断的修

正方案，课程开发和实施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对数学教学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自我的
观点。两年来有６人在市基本功大赛中获一、二等奖，１９人次在省市上主题拓展研究课
和展示课，有８名老师被评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坛新秀、金坛市十佳青年
教师；蒋守成先后被评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常州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常州市中小学第二批名教师工作室优秀领衔人，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３． 促进了日常教学的变革。
主题拓展课程基地的建设在提升教师和学生素养的同时也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常规

面貌，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教学更为开放和自由。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里
的４０分钟，课内外都成为了学生研究和学习的场所，他们用课堂内学到的数学知识去
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和证据，用数学眼光去发现和研究课堂之外的数
学问题。其次，课堂的组织形式更为丰富。主题练习课，主题复习课，版块式呈现等，在
日常课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学生主题化展示，依据主题进行相互辩论等学习方式得
到了孩子们的欢迎，拓展意识和延展方法等主题拓展的教学理念得到了融合。最后，课
堂拓展延伸成为常态。
４． 实施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我们在常州和金坛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重视阶段成果的推广，应邀到杭

州、山东潍坊、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盐城、宿迁等地区进行公开教学和讲
座，小学数学主题拓展教学主张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认同；该主题拓展获《江苏教育》
２０１２重点选题并在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做了专题策划，《生活教育》进行了专题推广，《江苏
教育报》、《学校管理》、《常州教师教育》，《今日金坛》，《金坛教育报》金坛电视台进行了
专题报道；“小学数学主题拓展课程”还被评为金坛市“１３３”科技项目，常州市“８３１”科
技项目，江苏省第四期“３３３工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２０１４年３月被评为常州市第一届
精品课题培育对象，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小学数学主题拓展课程”建设在“江苏省小学课程
规划与实施现场观摩研讨会”上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成果展示。

正如英国数学家怀特海说：“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
在课程基地的文化熏陶下，我们的学校课程给了学生一个五彩缤纷的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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