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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担了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一五 0 规划重

点课题 5基于数学思考的小学生数学能力培养研

多净 课题实验以来 , 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实验小

学 (以下简称宁武实验小学) 以课题实验为引

领 , 一科实验 ! 多科受益 , 采取边行动 ! 边研

究 !边总结 !边推广的研究方式 , 使课题研究工

作扎实有效 , 教师专业素质不断提升 , 教学质量

稳步提高 "

一 !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新一轮课程改革是在总结九年义务教育的成

绩和经验 , 并对国际小学数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基

础上 , 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需要而产生

的 "著名计算机专家 !清华大学教授谭浩强说:

/现在 , 衡量人才的标准已经由知识的积累改变

为知识的检索和知识的创造 "0 现代教育的首要

目标应该是 , 教导学生 /如何学习 0 以及 /如何

思考 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会学会生存 6 一书

中指出: /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

为激励思考 "0 美国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五

项具体的学习目标 , 其中的一个 目标是 /学会数

学思想方法 0"英国的国家数学课程 目标中也提

出了 /使学生有机运用一系列思考策略进行活

动 , 以巩固和发展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 发展数学

思考能力 "0 日本在 1998年发布了新的 -旧 本数

学学习纲要 0, 提出了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 0 的学习目标 "因此 , 从国内外小

杨美珍 /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实验小学特级教师 (山西宁武

学数学教育改革的大背景来看 , 被誉为 /思维王

国 0 的数学应该理所当然地要把数学思考当作学

习数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
(二) 研究意义

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一五 0 规划重点课题

/基于数学思考的小学生数学能力培养研究 0 是

一个内涵丰富 !外延广泛 !可以多层次 ! 多角度
展开研究的课题 , 其有利于推进新课程改革 , 有

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 有利于教育教学理

论的研究 , 有利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

有利于带动各学科教学改革的深人 , 有利于学

生终身发展 "

宁武实验小学是在完成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
五 0 规划重点课题 钊 !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研究6 课题实验 , 并取得省课题实验先进

集体后 , 承担此项研究任务的"学校确定的子课

题是: /培养学生学会数学思考促进学生数学能

力提高研究 0"

二 ! 研究与实践过程

(一) 形成共识 , 全员参与是保证

围绕 /质量立校 !科研兴校 !人和强校 0 的

办学宗旨, 学校以课题实验为抓手 , 对本课题实

验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是组织保证 , 特级教师 !

校长杨美珍是山西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 , 是省课题实验中心组成员 . 学校课

题实验的负责人 , 学校成立了包括各年级学科主

任在内的领导组 , 并由特级教师 ! 省教学能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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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组成了专家组 "开题之时 , 学校通过

对教师的问卷调查 , 发现部分教师对课题存在定

位不准 !认识肤浅的现象 "于是 , 课题组在广大

教师中围绕 /数学思考 0 /数学能力 0进行了专

题研讨 , 并带领大家对 钊 !学数学新课程标准总

目标 6 (以下简称 5目标 6) 进行了认真学习 ,

开展了 /学生不主动思考 , 不会思考 , 是谁之

过? 0 的讨论 , 引导教师提高研究意识 , 调动他

们的研究热情 , 使他们认识到课题研究的必要

性 !重要性 , 积极主动地投人到研究工作之中"

教师通过个人申请或以学段组合的形式确定 /小

学低年级学生数学问题意识的培养 0! /小学生

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研究 0 /教师的有效评

价如何影响学生的数学思考 0 等四个子课题 "有

43 位数学教师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内容的教学特

点 , 根据 自己确定的课题开展研究 , 参与实验的

学生 27 00 多人 "

(二) 加强学习, 更新观念是根本

态度决定一切 , 思路决定出路 , 思想决定方

法 "要想搞好课题研究 , 首先要加强学习 , 要学

好理论 !学好业务 , 时间必须有保障 , 为此 , 课

题组要求六个年级必须要有课题研究的固定时

间 , 平时每周一次 , 忙时隔周一次 , 要么 /充
电 0: 集中学习业务 , 进行专题研讨; 要么 /放

电 0: 课例研讨 , 课例反思 , 写论文 !搞课件制

作 "学校把这种以年级组进行的研究活动称之为

/小教研 0, 学校专家组成员随时参与 , 共同研

究 , 及时反馈 , 为学校的大教研活动提供信息资

源 "除此之外 , 学校根据课题研究存在的实际情

况 , 首先组织全校教师扎实开展 /教材解读 0 "
而且将其 /大张旗鼓 0 地发展成全员性大规模行

动 "在落实教材解读中 , 课题组把范围划定在两

个联系相对紧密的年级 , 使内部培训学习不遗漏

任何一个环节 , 在教材解读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子

课题研究 , 这样 , 课题研究不但可以落得 /实 0,
也能走得 /稳 0, 理解得 /深 0"培训立足课堂 ,

内容紧贴教学实际 , 以解决教师困惑 , 扫清教学

/拦路虎 0 为目标指 向 , 真正发挥团队的力量 "
使老师们在这一环节中炼就 /真功夫 0, 富有底

气地进行课堂教学 "这促进了教师教学观念的转

变 , 使其课题理论水平提高 , 无论 /小教研 0 还

是 /大教研 0, 都是老师们在校本研究的基础上

的互相交流与共享 , 也是他们不同观点的交锋与

碰撞 , 是同伴间相互合作的好办法 , 更是课题研

究不断完善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为课题实验奠定

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
(三) 专家引领 , 同伴互动 , 课堂实践是核心

倡导新的学习方式 , 新的思维方式是实施数

学思考的主要途径 , 实现这一途径的主阵地是课

堂 "如果把每学期第一周的 /教材解读 0 看作是

教师在课题研究方面的一次理论储备和战前策

划 , 那从第二周开始专家组成员的 /课题研讨示

范课 0, 就是 /真枪实弹 0 的阵势了"此项活动

突出专家引领作用 , 为全校教师搭建具有开放性

和互动性的交流平台, 通过看课 !评课 !互动交

流, 使研究的专题更具有针对性 , 更有深度和广

度 "学校确定研究内容时联系实际 , 循序渐进 "

学校确定教学内容分 /数与代数 0 /统计与概

率 0 /空间与图形 0 /实践与综合应用 0 四块来

进行研究探讨 , 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思考 , 自主

探索中思考 !合作交流中思考 "让学生学会在教

师的帮助下 /进行思考 0; 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

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 /进行思考 0; 学会

选择有用信息 /进行思考 0; 学会利用直观来

/进行思考气 学习 /有条理地 !清晰地阐述 自己

的观点 0"每学期专家组的 /示范研讨课 0 都要

有明确的研究主题 , 如针对 /统计 0 这一教学内

容 ,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在同一领域上不同的课 ,

同一内容在不同学段有不同教法 , 让老师们知道

数学知识是建构在学生认识基础上的 , 一节课只

有以学生为本才能达到预设与生成的理想效果 ,

要想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必须苦炼内功 "

2008年 3 月和9 月的专家组 /示范研讨课 0, 学

校确定的都是解读主题图为主题的教学内容 , 引

导广大教师研究探索在思维培养方面如何挖掘教

材背后的东西 "200 9 年主要针对课堂教学中教学

目标的有效落实展开研讨"每学期专家组示范研

讨活动结束后 , 开展全校性研讨活动 "以 /一人

同课异构跟进 0 /多人同课比较跟进 0 活动 , 变

革课堂模式 , 创新教学手段 "进人 20 10 年以后 ,

在课题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广大教师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专业水平 , 学校以打造一流团队 !一流教师

为目标 , 主要聚焦课堂现场 , 直击教学行为 , 以

音U析典型课例 !提高课堂效能为目的 , 开展了扎

实有效的课例研究 , 帮助全体教师改进教学行

为 , 改善教学策略 , 促进有效教学 , 提升课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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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质量 "学校要求教师每人至少上好一节 /研

究课 0, 每人至少有一份研究成果 (包括论文 !

案例 ! 反思 !实录等) , 每学期末的课堂教学观

摩评选活动是对课题研究的小结 ! 提炼 "每个实

验教师只有在制定 自己的阶段研究计划 , 在日常

教学的每节课上都有意识地体现课题研究的目标

任务 , 在经历 /研究 ) 实践 ) 反思 ) 再研

究 ) 再实践 0 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

科研能力 , 才能让 自己的课堂生动高效 , 才能在

成果展示中脱颖而出"学校给教师提出的目标是

能讲 !能评 !能写 !能说 ! 能独当一面 "每学期

期末的成果展示 , 学校要进行总结评比, 隆重表

彰 , 以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给予鼓励 "目前全校教

师 /比 , 学 , 赶 , 帮 , 超 0 的研究氛围已经形

成 , 全校师生在课题研究中快乐着他们的快乐 ,

幸福着他们的幸福 "

三 !成果主要内容

数学思考亦即数学思维 , 是指以数学知识为

载体和原料的思维活动过程 "数学是人们在对客

观世界定性把握定量刻画的基础上 !逐步抽象概

括 , 形成方法和理论 , 并进行应用的过程 "这一

过程充满着观察 !实验 !模拟 !猜测 !矫正 !调
控 !探索等行为 "可见 , 数学有两个侧面 , 一个

是形式层面的数学 , 即静态的数学; 一个是发现

层面的数学 , 即动态的数学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

来 , 才是真正的数学 "为此 , 日本学者藤田提

出 , 教学要通过 /数学常识 0 和 /数学思维能

力 0 的组合来培养学生数学智力 !学会数学思考

的能力 "

5目标 6 把发展数学思考具体化为: 发展抽

象思维 ; 发展形象思维 ; 发展统计观念 ; 发展应

用意识与推理能力的 /四个发展 0"

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

记忆 , 动手实践 ! 自主实践 !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

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倡导新的学习方

式 !新的思维方式是实施数学思考的主要途径 "

为此 , 实践中学校让学生一是在动手实践中思

考 , 二是在 自主探索中思考 , 三是在合作交流中

思考 "对发展数学思考 , 宁武实验小学提出五点

要求 : 要学会 /在教师的帮助下 0 进行思考 ; 要

学会 /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

基础之上 0 进行思考 ; 要 /学会选择有用信息 0

进行思考 ; 要学会 /利用直观来进行思考 0; 要

学会 /有条理地 !清晰地阐述 自己的观点 0"为

此 , 学校从三个方面开展研究 "一是在通常的小

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研究 "二是在

/实践与综合应用 0 领域的教学中培养学生数学

能力的研究 "三是数学课外小组活动中培养学生

数学能力的研究 "

课题研究主要采取三种策略 "一是边行动 !
边研究 !边总结 !边推广 "在学校确定的课题基

础上 , 以年级选定子课题进行研究 , 也可以由个

人确定研究课题 "在研究中 , 将定期召开研讨

会 , 并对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进行评估鉴定和推

广 "二是教师和专家相结合 , 共同参与研究 "学

校教师是课题研究的实践者 , 学校课题组成员 !

专家组成员负责课题研究的组织 !指导 !管理与

协调以及课题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指导 , 以

保证课题研究的科技含量 "三是以推行研究的程

序和方法为基本策略,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

究 "行动研究旨在提高教师们的自我反思意识和

调节行动的能力 , 并以解决问题 !取得成效为最

终目标 "在行动研究为基本研究策略的指导下 ,

要紧密结合教学过程 , 尤其要结合教学设计 ! 课

堂教学 !课后作业 !教后反思和考试检测等环

节 , 科学采用调查 !谈话 !课堂观摩 !问题会

诊 !理论分析 !文献检索 !经验总结等方法 , 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 , 开展课题研究 "行动研究的质

量取决于这些研究方法和手段使用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 "

四 ! 成果实践效果

课题研究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 , 引领

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潮流 , 为学校注入了无限生机

和活力 "全校师生在这个舞台上尽展风采 , 真是

一派好景象 " /校园文化艺术节 0 上学生的数学
日记 !数学小报等各种数学作品吸引着参观者的

眼球 , 受到领导和老师们的高度评价 , 最大限度

地为学生张扬个性 !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宁武

实验小学学生在参加第 23 届 ! 24 届 ! 25 届 ! 26

届山西省科技创新大赛中 , 创新作品有 12 件获

国家级一等奖 ! 97 件获省级一等奖 , 有 295 件获

省级二等奖 "数学教师的课题研究论文获省级奖

的有48篇 , 国级奖的有 49 篇 "200 7 年数学教师

崔淑英被评为省信息技术学科整合能手 "项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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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 名数学教师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 , 200 8 年数

学教师焦亚卓 !辛慧军被评为省级学科带头人 ,

宫春梅等 4 位数学教师被评为省骨干教师 , 秦香

掸等4 位数学教师被评为市学科带头人 "在 200 7

年的优质课评选中有 2 人获市二等奖 ! 3 人获市

一等奖 ! 1 人获省级二等奖 , 在各级组织的小学
数学课堂教学观摩评选活动中 , 宫春梅执教的

5面积和面积单位6 获全国二等奖 , 崔淑英老师

执教的 5最大公因姿妙 在山西省第四届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观摩评选中获优质课一等奖 "2007 年课

题组主要成员杨美珍 ! 张桂枝 ! 焦亚卓参与了

铭 师同步教学设动 四年级下册 !五年级上册

的编写工作 "杨美珍 !辛慧军 !焦亚卓 !赵宇华

参一与了 惭 课程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赏扫移 惭 课

程小学生数学能力培养课例研黔 两书的编写工

作 , 学校的校本研训经验刊登在 5中国教育对口

支援 6 5山西省素质教育百校百例 6 两部书籍

中 "学校课题负责人 !特级教师 ! 校长杨美珍被

聘为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一五 0 规划重点课题中

心组成员 , 因其在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 , 200 8 年

被选拔为宁武县委 ! 忻州市委联系的优秀专家 !

2011 年被评为 /三晋名校长 0" 2(X) 8 年 ! 2010

年 ! 201 1 年学校被评为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一

五 0 规划重点课题先进集体 "20 ro 年学校被评为

山西省特色基地学校 , 其先进的创办特色校经验

被编人 5山西省创建小学特色学校成果集锦6 一

书 , 杨校长的先进事迹被编入 5山西省创建小学

特色学校校长风牙沙 一书 "课题实验过程中共有

62 项教师成果获奖 , 201 0 年宁武县组织了教育

文化咨询服务团 , 杨美珍校长任团长 , 学校有 4

位教师是服务团成员 , 其中焦亚卓和辛慧军两位

数学老师随服务团到宁武各个乡镇进行示范教

学 "送教下乡使老师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兄弟学校

的同行针对课改当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交流

和研讨 , 让她们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意义 , 在

展示 自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宝贵的课堂教

学经验 , 教学智慧与驾驭课堂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和提高"

五 !成果特色与创新

/一科实验 , 多科受益:.0 这是学校以数学课

题实验为引领 , 向各学科渗透 , 实现双赢的一大

特色 "当数学课题实验搞得热火朝天时 , 吸引了

语文教师到数学教师的课堂上 /取经 0"这一举

动 , 让校长杨美珍立即意识到教师对课题研究的

向往 , 马上召开课题组扩大会议 , 在全校语文 !

英语 !社会 !科学等各个学科开展课题实验渗

透 , 并确定了符合学科特点的子课题进行研究 "

学校精心策划 /大教研 0 (以学校组织的研究活

动) , 小 合呵护 /小教研 0 (以学科 以学段组织

的研究活动) , 积极稳妥 !扎实有效地进行课题

研究 , 大家以学习者 !研究者的身份 与各学科教

师进行交流互动 , 教科研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 他

们将教与学的重心由获取知识转移到掌握方法 !

学会学习上 , 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独立思考 !交
流 !反思的时间和空间 , 这样教学让学生获得的

不仅是数学知识与技能 , 更重要的是在探索过程

中发展了数学思考 , 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

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思维能力 , 学习能力提高

了 , 教师专业素质 !教学水平提高了 , 学校的名

校效应凸显了"近三年学校参加全县质量检测的

四个年级教学成绩名列前茅 "学校连年获教学质

量优胜奖 , 并被县委 !政府命名为 /课改实验先

进集体 0"

实践证明 , 学校专家组的有效示范 , 有针一对

性的研讨 , 循序渐进的策略研究 , 以学期为一个

短周期的研究主题是推进课题实验有效进展的好

办法 "学校以 /只课并举 0 实现课题研究有序

化 , 即关注常态课 !推举展示课 !研究听评课 ,

把常态课看作发现教学问题的着眼点 , 让展示课

成为展现教研成果的聚焦点 , 使听评课成为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的切人点 "推动课堂教学改革 , 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 , 实现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

方式的根本转变 , 营造务实高效的课堂教学氛

围"学校以课题研究为载体 , 有效推进课题研究

工作 , 帮助教师明确课题研究方向 , 进一步掌握

课题研究方法 , 提高课题研究实效 "

课题研究给学校带来了勃勃生机 , 学校声誉

不断提升 , 学校影响不断扩大 , 教师素质得到全

面提高 , 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培养 , 他们会学习 !
会探究 !会思考 !有能力 "宁武实验小学师生在

新课程改革的春风里 , 在山区教育教学改革的道

路上一路拼搏 , 一路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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