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小学低年级数学阅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摘 要： 著名教育家斯托利亚尔说： “数学教学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 [1] 数学作为一种语言也需要

阅读。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数学阅读却一直被忽视。 鉴于此， 参与研究的教师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瑶

头小学这所农村小学一二年级共 73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数学阅

读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 开展了数学阅读的尝试， 主要从改变阅读态度、 精选阅读内

容、 指导阅读方法、 创设阅读环境这四方面着手探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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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显

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的阅读能力， 是一种以语

文阅读能力为基础， 包括外语阅读能力、 数学阅读能

力、 科技阅读能力在内的一种综合阅读能力。 [2] 研

究小组开展了数学阅读尝试， 针对农村小学数学阅读

现状展开调查， 以数学阅读测试卷检验实验效果。

一、 数学阅读现状调查与分析

参与调查的 73 名学生家长中， 有 85.71%的家长

表示为孩子买过数学课外阅读书， 但只有 11%的学生

数学阅读量达到 3 本， 42.86%的孩子喜欢阅读， 而每

天 阅 读 时 间 在 20 分 钟 以 下 的 孩 子 占 比 68.57% ，

97.14%的孩子阅读时不会画重点或偶尔画重点， 阅读

时遇到困难不会查资料的孩子达 54.29%。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 不难发现， 家长还是愿意为

孩子购买数学图书的， 但孩子对于数学图书的阅读量

少； 很大一部分孩子还没有形成数学阅读的兴趣和习

惯， 阅读时间很少； 没有掌握数学阅读方法和查找资

料的方法， 以至于遇到困难时直接放弃。 数学阅读没

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学生的数学学习只是局限于课本

知识的学习。 大部分学生所认识的数学就是枯燥无味

的听讲和做题， 数学中有趣的故事、 问题、 数学文

化、 数学历史、 大自然中有趣的数学现象等， 学生感

知得太少； 学生数学视野狭隘、 兴趣低下， 缺乏自主

学习数学的能力， 数学素养得不到有力提升。 那么，

农村小学低年级该如何开展数学阅读教学呢？ 研究小

组研读了相关文献，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归纳

了几点心得， 以期为一线教师在数学阅读教学方面提

供参考。

二、 小学低年级数学阅读教学对策

1. 改变数学阅读态度， 激发内在动力。 阅读态度

受到阅读认知、 阅读情感、 阅读意识行为等因素的影

响，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展开讨论。

（1） 启发数学阅读认知。 数学阅读认知的启发从

家长、 学生两方面采取措施。 家长方面， 主要是宣传

发动， 制造阅读需求。 只有家长明确了数学阅读的意

义， 了解到数学阅读的重要性， 才会主动让孩子进行

数学阅读。 研究小组向家长们推送了相关文章，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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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阐述了要多让孩子进行数学阅读的道理之后， 不少

家长主动来询问相关事宜； 学生方面， 主要是培养语

音意识， 以听说带动阅读。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在阅读

相关认知能力上要重点发展语音意识。 [3] 语音意识

是指个体对口语中声音结构的意识和运用， 语音意识

要在孩子年幼的时候训练， 效果才会比较好， 训练时

间需要数十周， 要循序渐进， 不可急躁。 语音意识主

要涉及听和少许的讲， 所以研究小组尝试通过培养孩

子学会专心聆听的习惯， 训练孩子的语音意识， 发展

数学阅读能力。 研究小组以二年级 4 名平时数学成绩

在 60 分上下的学生为实验对象， 实验组和对比组各

两名学生， 实验组的两位家长每晚睡觉前给孩子讲一

个故事， 或者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 实验一个月后，

通过访谈， 实验组的家长和学生都表示孩子对这些故

事很有兴趣。 一个学期下来， 实验组的孩子阅读测试

成绩平均提高 19 分， 而对比组的孩子阅读测试成绩

无明显提高。

（2） 激发数学阅读兴趣。 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方面， 参与研究的教师主要是采用 “讲一半， 留 一

半” 的方法。 上课时讲到某个知识点， 老师会引导他

们去阅读相关的文章， 或者布置一个数学阅读的专题

作业。 例如， 在教学二年级下册 “对称” 时， 一位老

师推荐学生阅读 《第一本趣味物理数学化学书系列读

物》 里的文章 “对称美———美丽的几何图形”。 [4] 通

过 阅 读 ， 学 生 不 仅 了 解 了 图 形 对 称 ， 还 发 现 了 像

4321234 这样的数列对称、 像长沙市社保大厦这样的

建筑物对称、 以及大自然中动植物的对称现象， 更感

受 了 数 学 之 美。 又 如， 在 教 学 “除 法 的 初 步 认 识”

时， 教材中 “你知道吗？” 一栏提到了瑞士数学家拉

恩在他的 《代数》 一书第一次用除号表示除法。 课

后， 这位老师让学生查找资料， 每人了解一个数学家

的故事， 专门做了 “数学故事” 的小报。 这次经历让

学生学习了查找资料的方法， 接触到了更广阔的数学

世界。

（3） 养成数学阅读行为。 数学阅读行为的养成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 而是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小

学低年级的孩子天性贪玩， 做事容易虎头蛇尾， 不懂

得计划， 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引导。 研究小组为他们设

计了读书计划： “我计划读完 《 》 这本书， 这

本书共 （ ） 页， 每天看 （ ） 页。” 能一个星 期

坚持每天看完计划页数的孩子可以找老师换读书卡，

坚持 4 个星期， 也就是 4 张读书卡可以 换一份小礼

物。 一个学期坚持下来， 大多数学生都能阅读三到四

本数学图书。

2. 筛选数学阅读内容， 萃取数学精华。 数学学科

具有逻辑性强、 符号化、 抽象化的特点。 而小学低年

级儿童主要是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 他们的思维离不

开具体形象的帮助， 所以很难掌握较抽象的概念。 因

此， 要筛选适合小学低年级孩子阅读的数学优秀作

品。 研究小组经过大量阅读， 最后确定了一份阅读清

单， 包括 《数学帮帮忙》 《天哪！ 数学原来可以这样

学》 《李毓佩数学童话集》 《马小跳玩数学》 《我超

喜欢的趣味数学书》 等中外优秀数学图书。

3. 指导数学阅读方法， 提高阅读效果。 低年级的

孩子对事物的观察往往会比较笼统， 所以他们在数学

阅读时经常会遗漏重要信息， 他们对文字也不够熟

悉， 阅读速度往往比较慢。 观察中发现有的孩子阅读

时是一个字接一个字的读， 读完之后也没有弄清楚主

要意思。 针对这些问题， 参与研究的教师做了阅读方

法的指导， 如遇到需要精读的文本， 教他们圈画重点

词。 而阅读速度慢的孩子， 教给他们的方法是眼睛扫

动快一些， 抓取重要信息， 不重要的信息跳过去， 采

用跳读的方法。

例如， 在研究小组自主开发的一节数学阅读 课

“古诗中的数学问题” 中， 有这样一个片段：

师： 我们将开启一个 “头脑风暴” 的游戏。 老师

会出示几首诗， 请同学们快速找出诗中每一句都有一

个什么字？

（PPT 播放唐代王士祯 《题秋江独钓图》）

学生抢答： 一

师： 我们称这种诗为一字诗， “一” 字笔画最

少， 但经诗人巧妙安排， 采用白描的手法， 就化平淡

为神奇了。

（PPT 播放第二首诗清代李密庵的 《半半歌》）

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 情绪高涨， 快速地说出

“半”。

（PPT 播放第三首诗宋代王安石的 《定林所居》）

老师原本预设是找出 “溪” 字， 不料学生又找出

一个 “山” 字， 大家不由得感叹这首七言绝句真是奇

妙， 重复用字这么多， 却一点也不觉 （下转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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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啰唆累赘， 反而饶有情趣， 具有一

种音韵美。

学生在 “头脑风暴” 的游戏中， 需要快速扫读、

跳读， 迅速找出所需的文本信息。 这个游戏的设计渗

透了阅读的方法，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并应用了阅

读的方法。

4. 创设数学阅读环境， 营造读书氛围。 小学低年

级的孩子思维独立性还不强， 而数学阅读是需要思维

陪伴的， 所以全靠孩子自己阅读是不行的。 研究小组

让每个孩子带一本自己读过的数学图书到学校， 把它

放在班级图书角， 实验组班级都有 40 本左右的数学

图书， 这 40 本图书让学生交换着看。 每周安排固定

的一节辅导课来进行数学阅读， 做读书笔记、 画思维

导图， 然后交流阅读心得。 研究小组倡导家长和孩子

在家里进行亲子共读。 孩子眼睛所看到的是老师、 同

学、 家长都在阅读数学图书； 孩子耳朵所听到的是大

家都在谈论数学阅读心得。 在这种浓浓的读书氛围

下， 孩子会很自然地拿起数学图书阅读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数学阅读作为一个比较新的 课

题， 需要学生、 教师、 家长、 社会其他成员的共同配

合去探索研究。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教育合力， 取得

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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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悟文章所表达的思想

情感， 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去对文本进行注解， 从而提

高自身的阅读能力。

3. 朗诵法主题阅读。 在进行主题的同时， 让学生

进行适当的朗诵， 可以加深学生的阅读体验。 有些经

典的文本总是无声的， 如果把他们朗诵出来， 可以有

效地加深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 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

其中的思想内涵。 比如， 对于教材中的一些经典古诗

词， 可以让学生有感情地进行诵读。 教师可以确立一

个阅读主题， 如 “精忠报国”， 让学生朗读 《江城子·

密州出猎》 和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这

两首诗词， 然后让学生去感悟其中表达的思想情感，

寻找它们的异同， 加深学生的阅读体会。

本文对主题阅读在九年级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

全方位的探究， 分析了主题阅读的现状和实施主题阅

读的条件， 并对如何进行主题阅读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题阅读可以有效提高九年级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

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所读文本的感悟力， 从而促进学

生语文学习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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