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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学习活动中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小学数学

学生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数

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仅仅地依靠模仿和记忆，动手操作、自主探究与合

作研讨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这就充分说明动手操作是新课程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对于小学

生来说，动手操作、拼摆然后分析研究就特别重要。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操作学习活动是学生采用动手操

作小棒或学具拼一拼，摆一摆，在拼摆后研究、思考并做出分析，获得数学经验、数学知识，形成解决

问题的能力、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方法，发展数学素养的一种学习方式。

一·操作学习活动能解决数学抽象和学生思维形象之间的矛盾

小学学生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从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小学

生思维的这种特点与数学抽象之间的矛盾，操作学习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如：在进行《角的认识》

教学时，先让学生找一找教室里哪些物体的表面上有角，学生找出数学书封面有角，镜子中有角，三角

板中也有角等，通过找角学生体验到角就在我们生活中。然后，教师先演示摸角，先用食指指向角尖尖

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分别指向这个角的两条边，让学生说一说老师指角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

仿照老师去摸角，摸后说出摸角的过程和感受，先摸尖尖的顶点，然后从尖尖的地方开始摸滑滑的边，

这样总结出角的特征：一个角有一个顶点，两条边。这样的教学安排既让学生认识了角的特征同时也突

出了画角的方法这一重点。这样学生始终都处在操作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教师的演示指导、学生的体验

探索过程中就认识了角。通过找角、摸角、画角学生时时进行着体验。通过观察、操作、演示、讨论引

导学生经历从初步感知角到角的表象，再从角的表象到角的概念的过程，让学生掌握角的初步知识。

二·操作学习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探究知识、认识事物的原动力。所以培养学生的兴趣是我们每一个教师

都要研究探讨的课题。如在教学“平均分”时，我要把 8 支铅笔分给两名同学，让学生用自己手中的学

具代替老师的 8 支铅笔,有序摆出老师发放铅笔的情况，同学们马上分组展开讨论，然后边操作边记录。

很快大家就汇报出了四种结果：一人得 1 支，另一人得 7 支；一人得 2 支，另一人得 6支；一人得 3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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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得 5 支；两个人每人各得 4 支。然后引导学生观察讨论：有一种分法与其它几种分法相比有什么

不同？学生通过操作、观察、讨论、分析，知道两个人每人各得 4 支，这种分法每人分得的支数“同样

多”，这种分法最公平，引发学生对“平均分”的认识。然后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使学生加深对“平均

分”的理解。通过学生分一分、摆一摆，使平均分具体化，学生悟出“平均分”的本质特征——每份分

的“同样多”。这样的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爱学、乐学。

三·操作学习活动能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充分利用学具进行操作学习活动可以突出数学的核心内容，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如在教学 11-20 各数的认识时，在学具操作下，借助数形结合的思想，让学生经历数概念的形成过程。

我是这样组织教学的，先拿出 11 根小棒摆在桌面上，然后让学生思考怎样摆就能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 11

根，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把十根摆一堆，另外 1 根放一堆，这样初步感悟计数单位“十”，然后要求学生在

本子上画 11 个图形，学生先“圈十” 就看出是 11 个，在用计数器拨珠左面一位上 1 个右面一位上 1 个，

使学生清晰地认识 1 个“十”和 1 个“一”的不同，理解了数的组成。在摆、画、拨操作活动下，用数

与形结合的方式将抽象的数与直观的小棒、图形、计数器联系起来，使学生理解了 11 的数学知识，同时

发展了学生具体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四·操作学习活动教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

学习能力是使学生终身受益的最基本的技能。加强学法的指导，是教学的重要任务。如教学《倍的认

识》内容时，在导入环节设计了教师放红色包装的糖 2 块摆一堆，让学生说出是几个 2 块，接着放绿色

包装的糖 4块，也是 2块摆一堆摆了 2 堆，说出表示几个 2，最后放蓝色包装的糖 6块，也要 2 块摆一堆

摆了 3 堆，说出表示几个 2。让学生分析刚才所摆的糖果中共同的特点，都是每 2 块一份，老师说绿色糖

果的块数是红色糖果的 2 倍，使学生初步感知“倍”，接着引导学生试着说出蓝色糖果与红色糖果的关系，

赵然然说出了蓝色糖果的块数是红色糖果的 3 倍，学生照着老师说的模仿，对倍有了初步的认知。这样

自然引入到倍的认识的知识学习中来。接着课件出示主题图，让学生摆小棒代替红萝卜、胡萝卜按照刚

才摆糖果的过程摆一摆，学生马上摆出两种萝卜根数的关系，在操作后分析为什么按红萝卜的根数摆胡

萝卜，学生发现比较胡萝卜是红萝卜的几倍，就要把红萝卜的数量当样子，看胡萝卜里有几个样子那么

多，就是红萝卜的几倍。接着按刚才的方法比白萝卜和红萝卜的关系，再回头分析 3 种糖果数量之间的

关系，这种方法的指引使学生对数量之间的倍数关系有了清晰地认识。

五·操作学习活动能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模型提高模型意识

小学数学建模的主体是学生，建立模型应该考虑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并根据儿童的认知水平，还要

考虑儿童的思维方式，让学生通过操作活动有意识地应用数学建模的思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如在应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知识解决问题的教学中，有这样一道题，用 16 张边长 1 分米的正方

形纸拼长方形和正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通过读题分析理解题目的要求，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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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操作并记录拼摆的图形的长宽或边长的数据，最后计算出图形的周长。根据老师所提的要求学生分

小组操作，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汇报拼摆的方法 1·摆成一行长 16 分米宽 1 分米周长（16+1）×2=34(分

米)；方法 2·摆成二行长 8分米宽 2分米（8+2）×2=20(分米)；方法 3·摆成四行，是边长 4分米的正

方形周长 4×4=16（分米）。学生汇报 3 种方法后我追问是只有这 3 种拼法吗？能摆成 3 行吗？张耀祥回

答如果摆 3 行有剩余不是完整的长方形，还能摆其它行吗？高占轩说那样只是把前两个摆法换了个方向，

由横行摆变成竖行摆结果一样。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用 16 个边长 1 分米的小正方形纸拼成的图形中

所拼正方形周长最短。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并没就此放过，又提出用 20 小正方形来拼摆，按照刚才操作

的过程怎样拼摆、分析、解决问题呢？学生有了经验会模仿解决。对比两次的拼摆情况，这回不能拼成

正方形了，学生发现拼的图形最接近正方形周长最短。接着让学生“闭上眼”想一想，分析操作研究过

程。找出用若干小正方形拼摆长、正方形的知识模型。这样的操作学习活动使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促使学生建立数学模型。

六·操作学习活动能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促使知识内化

操作是学生手、脑的协同活动，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必要手段，语言是思维的外化，知识的内化与

智力活动必须伴随语言的表达而内化。教学中重视学生的操作，操作后培养学生清晰地描述操作过程，

把动手操作、动脑分析理解、动口表达结合起来，促使感知内化为智力活动，从而达到深化理解知识的

目标。如教学《9 加几》的教学中，以 9+2 为例通过学生动手操作左面摆 9根小棒右面摆 2 根，从 2根中

拿出 1 根和 9 根放在一起凑成 10 根捆成一捆再加剩下的 1根等于 11。操作后叙述成看到 9 想 1，把 2分

成 1和 1，计算时先算 9加 1等于 10，再算 10 加 1 等于 11。这里的关键是“凑 10”，因此设问为什么把

2 分成 1 和 1？学生在捆捆操作中理解凑 10 的道理，当形成算法表象后让学生试着说出 9+3、9+4、9+5

等凑 10 的过程学生才真正学会凑 10 法，在此引申如果是 8 加几呢？7加几······引发学生思考。这样

才体现操作的思维含量，形成数学语言。

总之在教学中，注重动手操作、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的过程，眼看、手摆、脑思考、口表

达，让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技能、思想和方法的过程中学会思考，提高从数学的角度发现和提出问题、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素养能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