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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结构性
思维的培育

 江苏涟水县教师发展中心　　颜春红

摘  要  数学学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育学生的结构性思维，促进学生思维方式的改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进行顶

层设计，从整体出发统筹规划，让学生明确活动结构；通过多维关联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目引纲帮

助学生再现知识结构；通过回顾整理探讨结构建构过程、经历结构重建过程，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让

学生在不断累积、层级进阶的学习活动中感悟结构、理解结构、重建结构，培育结构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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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思维指“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从

结构的角度出发，利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有序地思

考，从而更清晰地表达、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

式”[1]。在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中教师要通过解读数

学知识体系，设计结构化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整体的

视角下观照数学知识、进行数学学习，理解整体和部

分的关系，学会有序思考、清晰表达，培育学生的结构

性思维，进而让学生的学习力自然生长，发展学生的

数学核心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顶层设计，明确活动结构

在数学活动中，顶层设计指在开展数学活动前对

活动所进行的统筹规划与整体考虑。教学实践表明，

好的数学活动设计必须有明确的活动主题、确定的活

动内容、明晰的活动路径。教师需要从整体出发，精

心规划与设计，让学生在具有良好结构的活动中有序

思维，有层次认知，在理解并掌握知识的同时，培育结

构性思维。

1. 明确主题，强化活动目标

清晰明确的主题使学生的数学活动有了方向和

目标，用主题驱动任务，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在直观

操作与理性思考的不断转换中探寻数学知识的奥秘，

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发展数学思维。

如教学“认识平行四边形”时，教师出示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平面图形，先让学生说

出分类依据及图形名称，接着提问：我们以前已经认

识并研究过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今天要研究平

行四边形，你想研究平行四边形的什么？学生说出想

研究平行四边形的特征。研究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就

是学生即将开展数学活动的研究主题，主题确定了，

数学活动的方向和任务明确了，数学活动目标也就得

到了强化。

2. 筛选内容，突出探究要素

有了明确的主题，使数学活动有了导向性。接着

就应该考虑如何引导学生开展数学活动，从哪些方面

着手研究，如何避免无效活动，保障单位时间效益。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依据主题对活动内容进行筛选，突

出探究活动的要素。

继续以“认识平行四边形”教学为例，教师让学

生先回忆三角形有哪些特征，接着提出问题：根据你

们的经验，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

究？学生回答：边、角、顶点、底、高。教师让学生从这

几方面着手在小组内选择素材进行研究。

这样设计使学生借助以往研究图形特征的经验，

主动选择研究内容，将关注点放在了边、角、顶点、底

和高几个重要元素上，使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与

提升落到实处，使小组活动的开展更加高效，也增加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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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主动思考、主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真

正站在课堂中央，让学习能力自然生长。

3. 规划路径，推动研究进程

规划研究路径是为学生学习搭建支架的重要方

法，教师要顺应知识本身的结构特征和学生的实际

需求，组织合理的研究序列，突出研究环节之间的逻

辑线索，引导学生逐层深入到研究活动中，以“思”促

“做”，以“做”启“思”，逐步揭示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数

学本质。

如教学“三位数乘两位数”时，教师为学生创设了

图书馆购书情境，让学生提出问题并列出三道乘法算

式 128×6，45×16 和 128×16 后，引导学生比较这三

道算式，思考如何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学生

通过讨论得出：可以结合三位数乘一位数及两位数

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得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

法。因此，研究路径便是：（1）交流 128×6 和 45×16

的意义并用竖式计算；（2）介绍计算过程及每一步计

算结果所表示的意思，如 45×16 用 16 个位上的 6 和

十位上的 1 分别与 45 相乘，得到 270 个一和 45 个十，

再把两步相乘结果相加；（3）总结提炼两位数乘两位

数的计算过程是“先分后合、两乘一加”；（4）用“先分

后合、几乘一加”的步骤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并解释

每一步算理。

规划研究路径让学生的研究活动有了明确的指

向及清晰的操作方法，使学生的研究活动有条不紊地

进行，提高了活动的效率，也使学生的思维显得有序

列、有层次。 

二、多维关联，再现知识结构

数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每一部分都不

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部分新知识都是前面知识的延续

与发展，又是后面知识的基础和铺垫。但这些知识又

因为学生的年龄特征与认知发展规律的影响被分散

安排在不同年级、不同册数、不同单元中，呈现出散点

状态。在教学中有必要站在整体角度，让学生经历知

识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发现知识间的关联，实现有意

义的知识建构。

1. 由此及彼，厘清知识脉络

由此及彼指的是在数学学习活动中，不仅关注单

个或者同类事物及其属性本身，而且关注多个或者不

同类型事物及其属性之间的关系。”[2] 让学生由此及

彼展开联想和想象，可以沟通知识间的联系，厘清知

识的脉络，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如学习“认识周长”后，学生知道周长表示“一周

边线的长”，就能根据这样的定义求长方形、正方形、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圆及不规则图形等平面

图形的周长，又由各种平面图形的特殊性，总结出长

方形、正方形、圆形的周长计算公式，类推出平行四边

形、等边三角形、等腰梯形的周长计算方法。

2. 由表及里，理解知识本质

在数学教学活动中，选择合适的直观素材引导学

生投入探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经历观察比较、猜

测验证、分析推理、抽象概括的过程，不断从众多的直

观现象中抽象分离出共同属性，建立对概念、规则、命

题等正确认识，构建数学模型，理解数学知识的内涵

与本质。

如“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教学，在探究例题 2
1

+ 

4
1的计算结果时，教师放手让学生依据经验通过折纸、

画图、化小数、通分等方法得到了结果是 4
3，再引导学

生观察比较，发现折纸、画图、通分其实是相通的，都

是为了将 2
1转化成 4

2，也就是将异分母分数转化成同

分母分数再相加；接着通过一系列操作、计算发现用

通分的方法将异分母分数相加减转化为同分母分数

相加减更具有普适性。之所以通分成分母相同的分

数，是为了让算式中的分数的分数单位相同。最后，

结合整数、小数加减法的算理，沟通分数加减法与整

数加减法、小数加减法的联系：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

相加减。由表及里，逐层推进，将孤立的知识点纳入

到完备的知识系统中，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构建完

善的认知结构。

3. 由目引纲，形成知识体系

这里所说的由目引纲是指通过对与某一知识相

关联的知识的比较、列举，而向前、后、左、右延伸，连

线、结网、筑块，从而形成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知识

体系。

如“圆面积计算”的教学，先让学生回忆我们是

如何研究平面图形面积的，引发学生的思考，激活学

生经验使他们明确，以往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都是将

新知识转化成旧的知识，通过寻找两种图形之间的关

联而得到新图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接着让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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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小组合作分一分、拼一拼、算一算，把圆形转化

成已学过的图形计算面积。学生将圆形转化成近似

的长方形、三角形并引入极限思想推导圆面积计算公

式。在一系列练习后提出问题：既然圆形面积计算公

式也是通过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进行推导，是否意

味着这些平面图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动

态演示、观察比较，得到这些平面图形都可以看成是

特殊的梯形：平行四边形可以看成上下底相等的特殊

梯形；三角形可以看成上底为 0 的梯形；圆形转化为

近似长方形，而长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梯形面

积计算公式适用于所学的所有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建立起联系紧密、结构合理的

知识网络，感受知识的整体与结构、逻辑与关联。长

此以往，内化为学生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就会更加

全面理性，结构性思维的养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回顾整理，完善认知结构

布鲁纳认为：“掌握事物的结构，就是以允许许

多别的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去理解它。

简单地说，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相互关联

的。”[3] 回顾整理，可以让学生在理解、掌握知识的同

时，更关注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从而建构并完善自

己的认知结构。

1. 探讨结构建构过程

数学活动的设计是从观察生活现象开始的，思考

这些现象中存在的规律、现象背后所体现的数学本

质，以及探究规律、探寻本质的过程，并通过数学语言

有条理地表达出来，让学生的关注点放在知识结构的

建构过程上，起到培养学生结构性思维的作用。

如“间隔排列”的教学，在课的最后让学生思考是

如何开展研究活动的，并用语言表达出来。当学生表

达不完整时，教师将研究历程中的几张关键图片按序

呈现在屏幕上，引导学生完整表达：（1）从礼盒图发

现红花和黄花一个隔着一个排列；（2）在兔子乐园中

认识一一间隔排列规律，知道两端相同，两种物体数

量相差 1；（3）研究为什么每组两种物体数量相差 1，

感悟一一对应思想；（4）动手操作，发现两端相同和

两端不同的区别；（5）回忆一一对应方法在以前学习

中的应用；（6）呈现不同的封闭队形并拉直，寻找与

一一间隔排列两端不同现象之间的异同点。

通过独立思考后的交流与表达，梳理研究的过程

与方法，整合研究的内容，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沟通

间隔排列与其他知识方法之间的纵横联系，感知知识

的本质属性，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和整体融通，让经

验在思考中获得提升，让思维在结构中走向深刻。

2. 经历结构重建过程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说过，学习数学的唯

一正确方法就是对知识进行再创造。当一节课、一个

单元或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时，需要让学生对知识

结构进行再创造，制作知识结构图便是一种再创造的

学习过程。让学生回顾所学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制作

知识结构图，不仅可以使学生再次体会知识产生的过

程及前后知识之间的序列关系，而且是对客观知识结

构的重建和对学生个体主观认知结构的创造。

如在四年级上学期学习了“两、三位数除以两位

数”这一单元后，教师安排学生制作单元知识结构图。

有学生对例题的知识点进行一一列举，有学生围绕单

元知识重难点进行制作，有学生依据学习次序将知识

作成序列，有学生做成知识网状图。学生在制作知识

结构图的过程中让内隐的数学思维与外显的实践操

作有机融合，将客观存在的知识结构依赖学生各自对

知识的理解与内化在头脑中进行主动重建。通过制

作知识结构图，学生从对知识的直观理解、点状理解、

浅层理解走向超越自我的关系性理解、创新性理解、

整体性理解。再通过班级学生群体对知识结构图的

分析、表达、交流、评价，不仅让教师看到、听到学生外

化的思维，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也能纠正学生个体

的错误理解、弥补学生个体思维的不足，完善学生个

体的认知结构。

培育结构性思维，让学生的学习力生根、发芽、生

长是小学数学结构化教学的重要目标，但结构性思维

不是靠一两节课、一两个学期的教学就能培育成的，

而需要多次、反复、长期的引导与点拨，让学生在不断

累积、层级进阶的学习活动中感悟结构、理解结构、重

建结构，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真正实现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提升终身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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