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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命题创新的设计策略

□ 福建省龙岩凤凰小学 廖燕燕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标”）的颁布，正式确立了核心素养在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引发了新一轮的教学

改革。新课标明确指出，数学教师要加强命题的标准

化建设。在教育活动中，数学教师深切认识到教育测

评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以及核心素养培养成果最直

接、有效的方式方法，但一些教师却忽略了命题设计

对核心素养培养的意义与作用。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

下，命题设计不再只是检验学习成果的客观途径，更

成为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策略。然而，当前的

数学命题往往更侧重于考查学生的记忆能力，存在与

学生学习需求、发展不吻合的现象，同时机械性、程式

化、刻板式的命题内容也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阻碍其核心素养的发展与提升。由此可见，创新小学

数学命题是核心素养导向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的任

务，也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基

于此，本文立足于核心素养视域下，详细探究了当前小

学数学命题存在的问题，并且具体论述了创新数学命

题的方式方法，以期让数学教学的各个环节都紧扣核

心素养教育目标，发挥命题的意义价值，构建小学数学

命题新样态。

一、核心素养下当前小学数学命题存在的现实

困境
（一）教师缺乏命题的兴趣和能力

在新课程改革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教师的教育

理念、教学手段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创新与发展，

但绝大多数教师都习惯于将时间与精力放在课堂教学

与备课工作上，对命题价值意义的重视程度较少、认识

也较为浅显。同时，很多学校未能重视对教师命题能力

的培养，导致教师的命题能力停滞不前，与当前新课程

改革的具体要求相违背，不少学校虽建立了题库，但是

题目类型老旧、单一，缺乏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考查与测

评，在小学数学命题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境。

（二）命题结构不合理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在命题设计中应强

化对学生高阶思维与关键能力的考查，并在其中渗透

核心素养。然而，测试中命题结构的改变引发了大量学

生的不适应，究其根本，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日常训

练的命题结构与测试的命题结构差异较大。在日常训

练中，题目类型较为重复机械，没有指向真实问题的解

决，导致学生的应用水平较低，关键能力的发展受到了

限制。由此可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创新小学数学命

题设计迫在眉睫。

二、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命题创新的设计策略
（一）关注实践经验，培养应用意识，体现数学命题

的生活性

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需要学生收获知识、落实技

能，更强调学生调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来实现复杂的需求，促进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在此视域下，教师想要让数学命题成为提高学生核心

素养的阶梯，应改变传统命题刻板化、程式化的问题，

通过命题设计尽可能调动学生已有的经验与知识，在

这个过程中实现知识体系重构与数学建模，让学生将

所学知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此可见，数学命

题的设计需要适当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调动学

生的实践经验，利用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素材进行题目

设计，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应用能力、发展

核心素养。

例 1：李华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他的身高为 142

（），体重为 35（），他每天坐校车上学需要用 20（），

校车的速度为每小时 60（），学校到李华家的距离约

为（）千米。

这是一道三年级的综合题目，将学生所学的长

度、质量、时间等知识要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检验了

学生对学过的计量单位的理解，让学生进一步明确它

们之间的联系。同时，这道题目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

关，所设计的数据及其对象也来源于生活素材，所以学

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能够灵活调用所学知识，并结

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发展量感意识，同时学生还能够感

受到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强化对数学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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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感悟与体会。

例 2：为统计某月的天气情况，小华通过上网搜集

数据的方法，了解到“阴天”占了该月份的 1
5天数，“雨

天”比“阴天”的天数多 1
3，结合这些信息，你能够帮助

小华填写表 1 的信息吗？

表 1  2020 年 6 月某地天气情况统计表

天气类型 晴天 阴天 雨天

所占天数

这道题目的设计不仅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关联，

还需要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才能够解决。首先，学生

通过阅读题目的文字信息，会发现所得到的信息不足

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学生进一步挖掘题目中“未明

示”的隐藏信息，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准确的结果。在

题目阅读中，学生会发现表格所给的“2020 年 6 月”

的信息，结合学过的“年、月、日”知识以及生活经验，

可以获得“2020 年 6 月有 30 天”这一信息，于是便可

以自然而然地计算出晴天、阴天、雨天在该月所占的天

数。这一题目考查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分数的计算”，

更结合了学生学过的“年、月、日”知识，当学生面临真

实问题时，需要将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进行灵活的穿插

运用，这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同样，该题目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强调

了学生的“数学阅读”，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数据的感

知与分析能力。

（二）挖掘知识本质，培养数学思想，强化数学命题

的思想性

在核心素养教育目标下，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用

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

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的能力。因此，教师

在命题设计时就不能只将眼光放在对知识与技能的考

查方面，而是运用命题挖掘数学知识与方法的本质，

让学生能够通过完成习题发展自身的数学思想。数学

思想是对数学知识高度的概括与抽象，而数学思想方

法则是伴随着数学知识而产生的。在数学学习的实践

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经历知识生成的全过程，更应当

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与掌握，只有

这样，学生才能够在完成题目的过程中强化数学知识

的理解与应用，命题设计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检验教

学的最终成果。

例 3：如图 1 所示，菜园占地面积为正方形地块面

积的 3/4，花园占地面积为长方形地块面积的 5/6，现

已知长方形地块的占地面积为 30 亩，求菜园的占地面

积有多少。

图 1

这一问题的重点在于学生所学过的“分数除法知

识的应用”，尤其就学生对单位“1”与量率的对应关系

理解进行了重点考查，并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为学生

的思考与探究奠定基础。在解决过程中，学生需要先

克服一个思维难点，即图示中水池所占的面积既是正

方形地块面积的 1/4，又是长方形地块面积的 1/6。已

知条件中已经给出了长方形地块的占地面积，所以学

生便能够求出水池的面积，从而求出正方形地块的面

积，继而解答出菜地所占据的面积。这一命题内容循序

渐进，直指量率之间的本质关系，既是对学生学习情况

的考查，又为学生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

例 4：某一学习小组在探究圆柱体积计算方法时，

将所探究的圆柱体沿地面半径进行切开，在等分后将

其拼接成一个近似的长方体，现已知该长方体长 9.42

厘米、高 10 厘米，求原来的圆柱体积。

该例题是对“圆柱的体积”这一部分知识的考

查，有些教师在这部分命题设计中，习惯于将重点放

在对学生运用圆柱体积公式的考查上，而忽略了圆柱

体积公式生成的过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转化思想。

例题 4 的设计与人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圆柱与

圆锥”中“圆柱的面积”部分上的案例相吻合，既帮助

学生回忆了圆柱公式的推导过程，也考查了学生对这

部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转化思想。因此，这一题目

的创新设计不再拘泥于对所学知识、公式的熟练度训

练，更指向了学生对知识本质、数学思想的理解，能够

为学生未来的数学学习奠定基础，有助于核心素养的

落实与发展。

（三）关注创新培养，丰富命题方法，体现数学命题

的开放性

教师通过对传统命题的分析与解读，可以发现不

少题目的设计都过于生硬死板，只是对学生知识与技

能的强化训练，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具体

而言，一些教师在小学数学命题的设计中存在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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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路单一化的困境，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探究与

思考空间，更没有给学生的创新“留有余地”。在做题

的过程中，学生难以产生解题的兴趣与激情，甚至还

会出现抵触情绪，阻碍了教学成果的理想化目标。因

此，教师需要在核心素养导向下，重视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用创新推动创新，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人才。

就小学数学命题而言，教师需要尽可能在题目设计

中减少对学生设限，给学生一定的自由、探索空间，允

许学生按自己的思路分析问题，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

题，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

例 5：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上画一条线段，能够把

这个平行四边形分成两个什么图形？你能想到几种

分法？

与传统问题不同，这道开放性问题中，图形的样

貌与数量并不确定，学生需要通过尝试来尽可能多地

发现分法。针对这道题目，学生需要思考：“这条线段

应该从哪里开始画？”而想要合理解答这一问题，学生

就需要结合自己所学过的“平行四边形的特征”这一

知识要点，由“平行四边形由四个顶点与四条边”组成

这一知识点出发，想到可以从顶点或者任意一条边上

的任意一点出发，继而在对边、邻边或其他顶点上进行

落笔。这样的思维方式能够让学生有条不紊地找到答

案，没有给学生过多的条件限制，有助于引导学生系统

化解决问题，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

例 6：用两个常用的三角板可以画出多少个不同

的角？

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教师给学生预留

了足够的探究与尝试空间，但对于学生而言却也存在

着一定的挑战性。从解题思路来看，学生需要从两方面

进行思考，即“两个角相加”与“两个角相减”，同时学

生也需要想到可以进行重复操作。通过画图、比对、分

析，学生将所得信息进行归纳与总结，最终得到“用两

个常用三角板能够画出 360°中所有 15°倍数的角”

的答案。

开放性问题与传统问题相比，减少了很多题目

信息对学生思维发展的限制，但开放性题目比传统题

目于学生而言的挑战性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解决问题能

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四）围绕数学核心素养，推动跨学科融合创新，提

高数学命题的综合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纵深发展，教师想要培养学

生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就应拓宽自己的命题视

野，不能将命题视角拘泥于一课一单元的内容，也不

能让命题视角受限于数学学科，而应该从综合角度

进行考量，巧妙融合其他学科知识，促进学生综合能

力的全面提升。跨学科题目的创新设计更有助于让

学生面对真实问题，将所学知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跨学科融合创新的命题设计不能“喧宾夺主”，出现重

点偏移的现象，而应该扎根于数学教学内容与核心素

养，让题目设计成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的有效手段，

例 7：阅读下面的句子，将与数字相关的汉字画

圈，并回答问题。

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

原来，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上述三句话中你所圈出的汉字，根据数字大小

进行比较，其中最小的为（），第二小的为（）。

这道题目将语文与数学学科的知识相融合，运用

了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中《小蝌蚪找妈妈》《狐

假虎威》《语文园地五》的知识点，又考查了“大小比

较”“数的认识”方面的知识，既让学习更有趣，也让学

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更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课程改革的纵深发展，核心素

养教育目标为教学发展提供了目标导向，命题是教师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在核心素养视域下不断

开拓创新。教师应了解当前小学数学命题所存在的困

境，并有针对性地思考解决方法，树立创新意识，运用

科学路径，提高小学数学命题的生活性、思想性、开放

性以及综合性，以期让数学命题真正发挥理想效果，从

而实现核心素养培养的教育目标。

（宋行军）（宋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