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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推进数学阅读课程化，提升学生数学综合素养 
 

镇江市京口区教育局教研室  金彤玲 
 

 

    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人受用终身，在语文阅读备受重视的教育环境下，数学阅读的价值意义没

有获得应有的认知和重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明确提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数学阅读能力。近年来，我区进行了区域推进“数学阅读课”的尝试，以《小学生数学报》为主

要阅读资源，将数学阅读教学纳入数学课程改革，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学阅读能力训练。 

    数学阅读的定义和目的 

    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说过：“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学习数学不能离开阅读。

数学阅读的对象是数学教学活动中的材料，包括数学文本、图形、符号、语言，也包括动态的数

学活动和过程。从微观的角度看，数学阅读是指学生根据已有的数学知识和经验，通过阅读数学

材料建构数学意义和方法的学习活动，是学生主动获取信息、汲取知识、发展数学思维、学习数

学语言的重要途径。 

    教学实践表明，数学阅读能力弱的学生，课堂上对数学信息的敏感性差，思维转换较慢，理

解问题时常有困难和错误。因此，重视数学阅读，将数学阅读纳入课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学阅读能够让学生体悟数学的高度抽象，感知数学科学的精确，涵养严谨细致的品格。每

个数学概念、符号、术语都有其精确的含义，没有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的词汇，当一个学生阅

读并试图理解一段数学材料时，他必须了解其中出现的每个数学术语和数学符号的精确含义，不

能忽视任何一个不理解的词汇。因此，数学阅读不适合浏览、快速阅读等阅读方式，需要学生进

行反复仔细阅读，认真分析直至弄懂含义，在阅读的同时勤思多想。 

    实施数学阅读课程 

    为推进区域数学阅读课程化，我区建立以各校中心组成员为骨干成员的课程开发团队，拟定

各校各年级数学阅读的目标，编制课程方案。 

    数学阅读内容资源的选择 我们使用苏教版数学教材和《小学生数学报》（以下简称《小数

报》），作为主要阅读材料。订阅《小数报》是我区学生的一项传统，学生对《小数报》的内容非

常喜爱。《小数报》第 1 版的数学史趣谈、最新数学动态、生活中的数学等，第 2 版与课堂教学

同步的知识点讲解，第 3 版进行拓展思维训练的“名师大讲坛”，第 4 版生动有趣的数学故事，

都是很有价值的数学阅读材料。苏教版教材中的“你知道吗”，内容包含了数学史料、拓展延伸、

生活应用、数学家的故事，结合了各年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编排有目的性、针对性、合理

性，我们将这部分也作为阅读的主要材料。 

    制订数学阅读校本课程计划 每周两节数学阅读课，各校各年级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指定材

料的特点，指导学生进行数学阅读训练。在日常数学教学中，合理融入数学阅读训练的内容，培

养学生数学阅读的兴趣和习惯，提高学生数学素养。实施课程评价机制，采取学生互评和自评的

方式，提高每个学生的自信心，增强对数学阅读的兴趣。教师本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

期末时对每个学生的优点和进步进行评价，让学生体验到数学阅读的乐趣。 

    数学阅读课程实例 下面以《小数报》在数学阅读中的运用为例，谈谈我区如何采用交互式

教学，指导学生运用有效的阅读策略，利用好数学阅读材料。 

    阅读数学故事：《小数报》第 1 版中有学生们爱读的数学史趣谈、数学家故事、知识拓展和

同龄人的学习心得等，第 4版有引人入胜的数学故事和数学童话。阅读这些内容，我们一般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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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学生时间，让学生在阅读后进行交流“读了这个故事，我有什么收获，我知道了什么”。在学

生阅读前，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列出阅读提纲，让学生按纲阅读，使学生在阅读时目的性更强。

久而久之，学生在读题时就会抓住关键，多问几个为什么，思维得以发展。也可采用自问式阅读

教学，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一边阅读，一边自我提出问题。这种方式可以训练学生在阅读数学

材料的过程中，养成一种自我提问的意识与习惯。 

    阅读数学知识点：每期《小数报》会有很多指导学生学习数学的文章，特别是中高年段的第

2 版“教你思考”等内容，紧扣学习进度，我们特别重视对这部分材料的阅读指导。在阅读后，

会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理解的？你还有不一样的思路吗？”，讨论后学生们

再动手做一做“挑战自我”这部分材料。教师采取反思式阅读教学，鼓励学生读完材料后提出问

题，根据阅读中反馈的信息，面向全体学生询问，还可以给学生提示什么地方比较难，激起学生

的疑问。 

    阅读名师大讲坛：每期《小数报》的第 3 版都会有“名师大讲坛”，针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

和拓展延伸训练，每期一个专题，先提供三至四道例题并进行思路点睛，之后给出五道“每日思

维操”供学生巩固练习。阅读这部分材料时，教师引导学生尽力理解即可，对不同学力的学生提

出不同要求，认可每个认真阅读的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数学阅读与探索的乐趣。 

    阅读与动手结合：在《小数报》中高年级版的第 3版，常常会有需要动手的阅读材料，如“标

准体重与合理饮食”“变废为宝”“数学眼光看雾霾”等，这些阅读材料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且

都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对这部分的阅读，常常从课堂中延伸到课堂外，教师组织学生分组

测量、调查、搜集资料，在阅读课中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提高学生数学阅读能力 

    合理安排，自主阅读。教学中指导学生阅读教材，课外利用活动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或去图

书馆查阅资料，购买数学趣味读物，坚持每天有一定的数学阅读时间。 

    授以方法，灵活运用。教会学生根据阅读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阅读策略，如以纲导读、

以议促读、以动带读等，不套用固定模式，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灵活组合。学生结合自己对阅读材

料的个性化理解，不断丰富阅读材料的内涵，碰撞出绚丽的智慧火花。 

    知情结合，及时评价。阅读活动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阅读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智力因

素，同时也要关注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每篇材料读完后，都要问一问：文本的主题是什么？

文本中哪些信息与数学问题有关？文本中如果再增加一些新的信息，可能会引出什么更有趣的问

题？指导学生写简单的阅读心得或数学日记。在阅读教学后，教师应及时对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

状态、学生阅读使用的策略、学生阅读的效果作出评价，并引导学生在优化阅读策略的前提下作

出自我评价。 

    阅读是思考、是理解、是收获，是学生成长经历的必然。我区将继续推进数学阅读课程，进

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阅读习惯，提高学生数学阅读能力，使学生愿读、会读、乐读，让数学

阅读深入人心，成为数学教学的支点，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