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出传统 跨界融合

—小学数学跨学科创新教学策略研究

摘要：雨果说：“数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到想象，在圆锥曲线、对数、概率、微积分中，

想象成了计算的系数，于是数学也成了诗。”文学与数学的同一性可追溯到艺术思维与科学

思维的同一性，基于跨学科融合理念，以文学中的“听、说、读、写”法则推动学生在数学

思维、数学认知、数学表达等素养方面的形成与发展，让学生听得明白、说得清楚、读得透

彻、写得规范，重构数学框架的和谐，提高核心素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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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念跟随课标的变化而变化。2001 年课标中数学是语言、是工具、是文化；2011
年课标重在落实思维逻辑、创新能力；2022 年版课标中重点关注数学核心素养。核心素养

要求学生通过数学学习获得“四基“四能”，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具体到课程

设计和实施层面，教师要注重教育内容结构化，增加学段间的衔接性，注重核心素养和教学

内容的关系性，遵循“多样化、大单元、探究性、跨学科、高科技”五个倡议回应数学课程

的教学要求。以文学要素渗透数学教学引导学生通过“听”，听懂数学，形成数学理解力；

通过”说”表达逻辑，形成数学语言力；通过“读”读懂数理，形成数学思维力；通过“写”，

解答问题，形成数学运算力。四维合一，相辅相成，既守住数学“根基”，围绕学科夯实基

础，又实现创新，以创新打开新的发展和出路。

一、听聪视明：构建初步认知

数学是一门“特殊”的语言学科，伽利略曾说过：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语言。“这句

话很可能是对他在《萨吉亚托雷歌剧》中的陈述的总结：除非我们学会了语言，熟悉了书写

宇宙的文字，否则我们是无法读懂宇宙的。它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函数、三角形、圆形和其

他几何图形等等，没有这些，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理解一个单词。既然是语言学科，“听课”

自然是数学学习的起点。数学语言是由符号、图形、公式等组合起来的，需要教师特意地引

领解读，学生才能听懂数学语言，了解不同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掌握公式定理符号之间

的内在关系。“听“不只是要用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看，通过声音传递来记忆抽象概念的同

时，又可结合图像来加深具体的知识印象。视听合一，才能构建起对数学知识的初步认知。

（一）情境诠释，吸引关注

要让学生在视听中理解数学知识，初步建立起关联框架，势必要激发学生兴趣，让他们

肯听、肯看、肯想，在主动探究中完成知识领悟。艾伯特.梅热比曾提出一个公式：双方的

相互理解=语调＋表情+语言。由此可见学生理解了什么，取决于他听到了什么。采用情境教

学法结合例题创设情境，通过“语言+手势”的方式让学生边听边看、边看边学。

“语言+手势”教学无外乎“辅助教学，化抽象为形象“表情性手势，‘夸大’效果“不便说

话时，无声胜有声“表达肯定，认可”几种，比如利用手势对一些事物的形状、高度、体积、

动作等抽象概念进行描摹，引起学生生动、明确的联想。比如，双拳置于头顶模仿牛、羊等

动物形象；“我买了个西瓜这么大（用双手做大小姿势）”“那条鱼有这么长（双手分开一段

距离）。通过“语言+手势”解读数学知识，让学生眼耳追随，对数学概念形成具体的形象记

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二）三重境界，内化于心

以“听”为关键途径的数学教学，关键在于“听什么“怎么听“学会听”。

首先“听什么“就是听的内容，将数学知识与“声音”进行交互，借助听觉让学生直观地感

受到数学。以”分数“相关知识教学为例，在音乐节拍里每个音符所对应的节奏都能够用分

数来表示，例如八分音符代表着 1/8，即 8 个八分音符能够组成一拍。利用不同长度的音符，

自然就能组成各式各样的节拍，而这些都能够用分数来表示。通过多媒体播放民族乐曲《茉

莉花》，第一个小节，让学生听节拍就是感知“分数”的节奏感，体会节奏中的数学。其次



是“怎么听”在听的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和思维，按照提前板书的“节奏与分数对

应表”，让学生边听边对，边对边学，第一小节有 1 个四分音符和 6 个八分音符节拍，转化

为算式就是 1/4+1/8+1/8+1/8+1/8+1/8+1/8=4/4，将节奏转化为节拍，再用节拍对应分数，促

进学生对分数节奏感的内化。

最后是“学会听”，无论是节拍教学还是日常数学用语教学，学生都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

听什么，明确听完之后做什么，采用更多的小技巧将”听”来的数学转化为知识结构，比如

将节拍转化为分数写出来，才能用具象化的符号表达其中的数学关系，也才能让知识点融会

贯通。

二、说理思辨：直击内在逻辑

新课标强调了“三会”即“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

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学生通过听上课、听发言后，再让学生说体会，可以

加深对数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如说教材内容，说知识重点，说对他人发言的看法，说自己

的不解与疑惑。让学生从说当中梳理思路，整合知识，说对了固然值得肯定，说错了也无妨，

错误的思路才能让学生更加清楚自己的症结所在，从中找到方向，汲取经验。

（一）题意解说，思维切入

“说“是内在理解的外在表达，学生在说理和说题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知识水平、理解

层次展示出来，教师才能与学生完成有效“对话”才能掌握学生“学”的成效，学的程度，

对“教“进行查漏补缺，针对重点、难点、薄弱点一一展开纠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内化

知识。比如在正式解题之前，请学生指出题目中的关键词、已知条件、未知条件、隐含条件、

混淆视听条件和数量关系式等，按照“这道题目考查的是…？“这道题目的特点是•…是关

键条件”的说题过程进行表述，分析理由、理清思路，既深化相关知识点，又包含了一个知

识的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二）花式解说，表达思维

“说“是思维发展的过程，要让学生不仅“说“得明白，还要“说"出关键，把数学信

息理解得更加透彻。

首先重点”说”数量关系，例如：低中年级“⋯ 比⋯ 贵（多）几、••比⋯ 便宜（少）几、

谁是谁的几倍、谁的几倍是多少”等常见数量关系；高年级“时间、速度、路程、单价、数

量、总价"等数学术语。

还有“原计划、实际生产、打折、税率"等专业性词语以及行程问题解题中常用的“相对、

相向、相背、相遇“等专门用语。

其次是“说”隐藏的已知条件。例如在 2015 年，小明家平均每天用 5 度电，在第二季度他

家一共用了多少度电？在审题时要引导学生理解“第二季度“是隐藏的已知条件，实际上已

经告诉我们是 4 月、5 月和 6 月，共有 91 天。对约定俗成的词语进行分析解读，理解它们

背后隐藏的信息。

最后是“说”多余的已知条件。例如：小明每分钟打 41 个字。小红每分钟比小明多打 6 个

字。（1）小明 5 分钟能打多少个字？（2）一篇稿件共 325 个字，小明 7 分钟能打完吗？（3）
小红 8 分钟能打多少个字？先找对应的已知条件：（1）小明每分钟打 41 个字，打了 5 分钟。

（2）小明每分钟打 41 个字，打了 7 分钟。（3）小红每分钟比小明多打 6 个字，打了 8 分钟。

然后再逐一解答。这样一一对应，条理清晰，提高了整理信息的能力和审题能力。

三、以"读”达意：掌握方法策略

数学作为一门语言，事实上与文科一样都需要进行阅读记忆，由于数学语言是以图形、

符号、图表等形式出现，因此数学阅读比一般的阅读更加复杂，更加严谨，指导学生掌握科

学的阅读方法，才能进一步掌握学习数学的策略。

（一）精读深读，手脑并用



在面对新的数学定义和数理时，不能含糊而过，必定要反复解读才能完全理解数学材料的真

正含义，才能进行有效的思维活动，否则将会出现曲解题意、理解不全的情况。精读深读常

常需要动用纸笔进行标注，为演算推理打通脉络，教师应指导学生在阅读时做记号、划重点、

写批注，养成动手动脑的习惯。例如：“一头驴驮着两包大米要翻过一座小山，它上山走了

356 米，下山走了 581 米到达目的地，然后原路返回。这头驴一共走了多少米？“其中“一

头驴”的“一”“两包大米”的“两都是无用的条件，“原路返回”属于隐藏条件，需要着重

标注，并思考“原路“是“哪些路"？对应哪些条件？边读边记，确保不遗漏、不含糊。

（二）理序寻根，多方转化

数学理论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知识点之间环环相扣，逻辑关系自上而下不能断裂，宋

朝理学家朱熹强调读书“须知缓急“须有次序”，要做到“循序渐进”，因此数学阅读亦强调

有章有法：其一是感知不同数学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将阅读材料后得到的本真理解形成认

知结构；其二要思维灵活，对数学语言进行灵活转化，数学语言通常由文字语言、符号语言

和图形语言组成，这三种语言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对材料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和适当的转化，

理解领会与此语言信息意义相等价的另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由此及彼，融会贯通。

譬如化思成图，呈现思维过程，例如：“小芳、小东、小南和我每人都包了 10 个饺子，我们

一共包了多少个饺子？“可以让学生用列表的形式呈现已知条件；再如“一头小象等于八只

熊猫的重量，一头小象重多少克？“可以让学生利用线段图的形象性来理解抽象的数量关系。

读题时要思考如何用线段图把数量关系—一对应表示出来，每条线段对应每一句话，这样画

成的线段图思路更清晰。

四、以写促学：指向躬行实践

“写”是“听“说“读”成果的反馈，也是学生实际水平的检验途径。通过“写”，学

生内化知识、总结经

验

（一）循规蹈矩，基础训练

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课程内容结构、学业质量标

准、课程实施、考试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业设计当然也需要有新的思路。知识

综合应用类的题目作业中一定要有，而且不能太少。这一类型的作业设计有两点需要强调：

第一，不要一味追求题目的高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过分强调技能技巧的倾向，注重通性

通法；第二，为了能够使知识得到迁移，可以设计一些完善学生认知结构的题目。

案例展示：求图形面积，下面各种算法分别是怎样算的，用虚线表示出来（第 1 种已画）。

试题集中呈现了 5 种算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直观想象和逻辑推理能力，学生只需看懂每

个算式，分别画出一两条虚线即可，为便于学生理解“用虚线表示算法”的意思，给出了一

个示范，简化了指导语的叙述，操作简便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二）深度探索，思维开放

由于探究性作业多是指向核心素养的三级水平，缺少这类作业的训练，学生的数学核心

素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老师们在进行作业设计时，需对这类问题进行适当的补充。例如：

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18 厘米，宽是 12 厘米。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将这一问题进行变式

产生出新的问题：

变式：5 个完全相同的小长方形组成一个大长方形，已知小长方形的长比宽长 3 厘米，请问

每个小长方形的周长是（）厘米，面积是（）平方厘米。

在完成探究性作业之后，老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小论文写作。题材、形式多样化，可以是一

道题目的多种解答，学习新知识的体会与联想，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题目的推广，

题目的变式，问题解决的探究过程，问题发现的过程描述，对数学文化的理解等等。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关键在于

创新教学策略，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跨学科学习活动，发挥多学科协同育人的积极作用，以

理念创新、课程创新、方法创新探索新课标下的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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