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教周刊 032025年5月4日 星期日
主编：汪瑞林 编辑：龚萍 设计：张振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82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教学园地

曹海波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
将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归结为“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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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眼光主要表现为抽象能力 （包括数
感、量感、符号意识）、几何直观、空间观念
与创新意识。数学思维主要表现为运算能
力、推理意识和推理能力。数学语言主要表
现为数据意识或数据观念、模型意识或模型
观念、应用意识。

但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虽熟知数感、
空间观念、推理意识等概念，却难转化为具体
教学行为。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省安丘市南
苑小学数学团队构建“微素养”教学体系，将抽
象的数学核心素养表述拆解为不同层级可观
测、可操作的指标，使教有抓手、学有路
径，找准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路径。

目标导航：
素养培育的三级行为锚点

学校数学团队将课程标准核心素养要求
细化为运算推理、空间表征等 12 项子能力，
进而转化为 50 余项课堂可观测行为。例如，
将运算推理拆解为“用数学语言解释算法原
理”“设计反例验证计算规律”等具体行为。

为实现素养精准培育，学校构建起“目
标层—行为层—情境层”三维联动机制。目
标层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分领域锚定核心素
养发展重点，例如“数与代数”聚焦算理本

质的深度理解，“图形与几何”强调空间关系
的逻辑推理；行为层通过“描述现象—验证
规律—解决问题”三阶能力链，推动学生从
机械计算转向数学思维应用，例如要求学生

“用数学语言解释小数点对齐的本质原理”
“设计多情境验证方案”等；情境层则依托真
实项目串联数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确保素养
培养扎根于可感知的场景。

以“班级跳蚤市场”为例，教师通过三
级导航系统深化小数加减法学习：目标层聚
焦“小数点对齐即单位统一”的算理本质；
行为层设计阶梯任务，让学生先用“元角
分”模型解释“6.5 元+3.8 元=10.3 元”的计
算逻辑，再验证“定价 9.9 元比 10 元更吸引
人”的消费心理，最后核算利润；情境层延
伸至真实经营，如设计手工艺品促销策略。
一名学生发现“定价9.9元多卖3件”后，用
柱状图对比利润差异，展现从“学会计算”
到“活用策略”的思维跃迁。这一过程生动
体现了目标、行为与情境的协同价值。

课堂重构：
问题链驱动三阶思维进阶

基于“做中学”理念，学校数学团队构
建了“问题链—思维桥—素养梯”三阶模
型，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究。

问题链：激活真实探究动机。以“多边
形面积”教学为例，教师以“如何计算校园
不规则花坛面积”为核心问题，延伸出子问
题链：“能否分解为三角形、长方形”“哪种
分割方式最节省材料”，学生面对凹凸不平的

花坛图纸时，发现直接数格子误差大、随意
分割计算混乱，由此产生探究动力。这种基
于真实矛盾的问题设计，让数学学习自然融
入生活。

思维桥：从具象操作到抽象推理。针对
学生会套公式但不懂原理的痛点，教师提供
方格纸、几何拼板等工具搭建“思维桥”。例
如探究三角形面积时，学生先用拼板验证

“两个全等三角形可拼成平行四边形”，直观
发现“底×高”对应平行四边形面积；接着通
过裁剪、拼接不同三角形，归纳出“所有三角
形面积均为底×高÷2”的普适规律。这一过
程实现从“动手拼”（具象）到“找规律”（关
联），最终“推公式”（抽象）的思维跃迁。

素养梯：复杂场景中的能力迁移。知识
应用环节，学生需在“社区花园改造”项目
中综合运用所学：为月季、向日葵等植物规
划种植区时，需同时考虑梯形区域面积计
算、植物间距比、日照遮挡分析等多重约
束。比如五年级三班提交的方案中，近半数
学生创新采用“分区权重法”，优先满足喜阳
植物的光照需求。数据显示，学生解决问题
的策略从人均 1.8 种提升至 4.2 种，且 55%的
方案能整合数学与科学知识，如计算面积后
结合植物生长习性调整布局。

跨学科协同：
数学素养的实践转化路径

数学核心素养的培育需突破学科壁垒，
以真实问题为纽带，实现数学、科学与语
文的深度协同。例如，在“牛奶盒装箱”

项目中，学生通过数学计算设计最优摆放
方案，却因底层承重不足引发实践矛盾，
转而借助科学课的力学分析调整策略，最
终提出“底层横放分散压力，上层竖放节
省空间”的混合方案。这一过程让学生深
刻认识到，数学需与科学协同，方能解决
现实问题。

跨学科协同的价值在数据中得到印证。
学生计算饮料瓶容积时，发现公式运算结果
（620mL） 与实测值 （605mL） 存在偏差，通
过观察瓶口螺纹、瓶底凹槽等细节，理解误
差来源，并用语文课的逻辑表述写成实验报
告。数据显示，73%的跨学科项目参与者能系
统整合数学、科学和语文能力解决问题，而
传统课堂中这一比例仅为22%。

评价转型：
全景记录下的成长轨迹

单纯用考试分数评价学生的方式忽视了
学生独特的思维火花。学校数学团队开发

“成长导航系统”，用三把“尺子”全方位记
录学习过程。

课堂放大镜——教师随身携带观察表，记
录学生“用三角形解释桌子稳定性”等直观思
维。智能成长册——利用 AI 分析课堂发言、
解题草稿，生成“运算能力进步曲线”等图表。
星光成就墙——学生用统计知识设计运动会
抽奖方案时，获得“数据侦探”等趣味徽章。

实践证明，当评价不再只盯着分数，每
个孩子都能被真正“看见”。例如，一名学生
通过“跳蚤市场”项目，从“依赖掰手指计
算”到“自主设计利润统计表”，其思维进阶
被完整记录并反馈给家长，显著提升了学生
的学习自信。

通过三级行为锚点、三阶课堂模型、跨
学科协同及全景评价系统，小学数学核心素
养的培育就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操作、可测
评的具体实践。

（作者单位：山东省安丘市南苑小学）

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实践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育路径探索

本报记者 龚萍

在日前于上海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
育分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2025年学术
年会上，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与现代教
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发布了《中国科
学教育发展报告》。

科学教育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培养科技
创新人才、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更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根基。面
对新形势下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国教育学
会科学教育分会与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联合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调研，对
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客观的
分析，形成《中国科学教育发展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

该《报告》是我国首个从政策发展、学科
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科学课程实施、学生素
养发展、科学教育研究等多个视角展示我国科
学教育全景的报告。《报告》调研对象覆盖全
国，从乡镇、县城和市区三个行政级别分层抽
样，共回收有效教师问卷10万份，学生问卷
87万份，确保了调研的代表性与科学性。

在政策层面，《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学科建设与课程发展历史
进行了回溯，剖析了政策演变的背景、动因及
当前的体系架构，有助于从全局性视角认识科
学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制定前瞻性政策；
在实践层面，《报告》系统调研了科学教师队
伍建设、科学课程实施和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发
展现状，用数据客观描述了科学教育取得的成
效，结合政策分析，从不同视角对科学教育发
展现状进行反思，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在研究层面，《报告》概述了我
国科学教育研究平台建设和项目支持，系统分
析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与研究方
式，明确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取得的成效、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路径。

多视角展示我国科学教育全景

《中国科学教育发展报告》发布

刘国飞

每一次站在公开课的讲台上，都是对自我
的一次深度挑战与重塑。最近我刚完成了一节
学科德育特色课的录制，讲的是小学二年级语
文下册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录课结束，
当摄像师傅把视频发给我，我便迫不及待地

“自我听课”。这一听，问题纷纷浮出水面。
观看视频时，“台风”一词瞬间跳进我的

脑海。“台风”基于专业功底、授课能力，更
体现在职业形象上。专业功底最重要，毕竟教
师得是“内容专家”，肚里没货难站稳讲台；
授课表达能力也不可或缺，不然难以引导学
生。但职业形象与讲台风范同样很重要，直接
影响学生的课堂体验及授课效果。回看这堂
课，我虽然穿着西装，可仪态却漏洞百出：站
姿不够优雅庄重，随意地站在学生旁边，对学
生的朗读、思考关注不足；使用耳麦时多次遮
挡学生视线；抬手看表等小动作也被镜头捕捉
到了。这些都显示出我在课堂上缺乏专业性、
正式感，远未达到“人课合一”的境界。而且
课堂前半段，我莫名紧张，随着课程推进才渐
入佳境。这警示我在日常教学和公开课中，要
有意识地磨炼“台风”，在一次次展示中成长。

备课阶段，我虽按文本与思政育人双重逻
辑，精心设计了以“觅”为主线的教学环节，
但执教时却因过度关注录像和授课环节推进，
忽略了对教材的深度钻研。课堂上，对学生的
写字指导因紧张而不到位，朗读也因备课疏
忽，缺乏对学生的指导，学生朗读拖腔严重。
在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讲身边的“活雷锋”时，
学生发言拓展不开，我却没能有效追问。另
外，原本计划好的评价量规，也因设备问题无
法按原计划展示，临时改为同桌互评。这一突
发状况提醒我，备课不仅要备教材、备学生，
还要考虑教学设备等各种因素，确保教学计划
顺利实施。

在指导学生书写“温暖”一词时，我没明
确说明书写要求，导致这一环节浪费了时间，
降低了课堂效率。这让我认识到，教学指令一
定要清晰明确，让学生清楚知道该做什么、怎
么做。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我的语言平淡，过
渡语、引导语缺乏变化。比如播放雷锋去世视
频前的过渡语，因没突出重音和把握好节奏，
未达到预期的情感冲击效果；播放完社会中的
活雷锋后，引导学生朗读的启发语不够深情，
影响了朗读效果和课堂氛围。这让我意识到，
教师的语言应精准且富有感染力，需要精心锤
炼各类教学语言，用规范、准确、激励性的话
语引导学生。

回看自己上课的视频，虽然耗时费力，但
却能发现问题并引发深度反思。这种反思就像
工匠雕琢美玉，虽需付出努力，却能不断打磨
教学技艺，助力专业成长。

（作者系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高
级教师）

回看视频 复盘反思

现场

我的教学故事

刘艳坤

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十八小学的前身为
1939 年建立的私立菉塘世基小学，曾是重
要的革命活动据点。中共广州湾支部在此附
近成立，菉塘地下交通联络站、中共菉塘支
部相继在此建立。如今，学校原校址已成为
湛江市菉塘世基文化室，陈列着丰富的史料
和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学校深挖校史中的红色资源，将爱国主
义教育融入学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探索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红色教育育人之路。

课改一线

建设“红色世基”课程
激发爱国情感

湛江市第二十八小学的教育目标是培育
具有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全面发展的
小学生。为此，学校制定了“红色世基”爱
国主义教育课程实施细则和“红色世基”文
化教育活动组织规范，还出台相关教育成果
评估与奖励制度，调动师生参与的积极性。
这些制度为红色教育的有序开展和教育质量
的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红色世基”校本课程，将多学科知识
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
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该课程按年级分时段授
课，一至三年级安排在单周周三下午，四至
六年级安排在双周周三下午，每学期各年级
均为8节课。

针对不同年级，课程目标和内容有所不
同：针对低年级学生，选取校友烈士助人故
事、交通站情报传递等内容，通过讲述故
事、制作模型、模仿体验等教学方法，让学
生切身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培养他们对

“红色世基”文化的兴趣和理解能力，激发
爱国情感。对于高年级学生，课程内容包括
研究交通站运作细节、分析其历史背景和综
合影响、挖掘红色文化现代价值并撰写学习
体会等，侧重于培养学生对“红色世基”历
史价值的深刻理解，促进革命精神与自身发
展的融合。

“行走的思政课”是“红色世基”校本
课程的一大亮点，分为校内准备和校外实践
两个阶段。在校内准备阶段，教师通过展示
大量与学校历史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例如，在介绍
学校早期艰苦的办学条件时，展示早期校园
建筑的黑白照片，让学生直观感受先辈们的
努力。校外实践阶段，教师组织学生前往学
校附近的旧址参观。每个展厅都有专门的解
说员，其中部分是经过选拔和培训的学生。
参观时，学生解说员详细介绍展品和照片背
后的故事，老师们则在不同地点开展现场教
学，结合具体场景提出启发性问题，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

“行走的思政课”突破了传统课堂的
限制，使抽象的思政教育具象化，极大地
扩充了学生关于本校红色文化的知识储
备，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行为塑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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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校园的主通道和显著位置设置宣
传栏和文化墙，展示校史和革命事迹。“红基
园”设有学校创始人林其材校长的雕塑、简
介以及学校历史资料，并配备二维码，方便
师生深入了解学校历史。这些文化景观成为
校园里的红色地标。

学校以“同是红基人，齐做弘基事”为
校训，明确师生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和
责任；校歌《红色世基放光芒》引发师生的
情感共鸣，激发师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学校围绕“红色世基”文化开展班级命
名活动，塑造内涵丰富的班级文化。各班在
教室内设置“红色世基”文化角，通过黑板
报定期更新红色主题内容，让学生在日常学

习中接受红色文化滋养。
学校创办班刊 《萌芽》，让学生在参与

编辑的过程中锻炼能力，传承红色基因。
学校还投入资金建设“红色世基”阅览
室，学生通过阅读红色书籍，深刻领悟革
命的艰辛与伟大。从学校掌握的评估数据
来看，“红色世基”阅览室在获取知识、提
高品德素养、培养良好阅读习惯、提高综
合能力等多个方面，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校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收集各
类红色教育视频资料，制成二维码。学生用
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就能随时随地开启红
色文化之旅。

学校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增强学生的
体验，使红色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校每年举办“红色世基”文化节，与
元旦会演、“红孩子合唱团”表演相结合。低
年级开展“红色歌曲大家唱”和“红色故事
我来讲”比赛，高年级举办“红色历史知识
竞赛”和课本剧表演。学生们不仅展示了才
艺，更深刻领悟了红色文化内涵。

学校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红色世基”主
题班会，低年级通过画画、手工等方式表达
对小红军的喜爱和敬佩，高年级则围绕“红
色世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进行讨论，思
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学校积极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强国复
兴有我”校园快闪活动。学生们用粤韵操和
歌声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营造浓厚的爱
国氛围。

学校开设“世基讲坛”，邀请专家入校开
展教育教学讲座，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同时
举办红色事迹讲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通过志愿服

务、红色研学等方式传递红色力量。“红色世
基”志愿服务小队低年级学生到烈士陵园献
花、祭扫，聆听烈士事迹，了解革命历史；
中年级学生在红色交通站附近协助维持秩
序、引导群众、分发资料；高年级学生和教
师当起红色宣讲员，为来访群众进行专业讲
解，引导人们从红色文化视角看待时事发
展。为了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学校还为
交通站设计了二维码，方便参观者随时收听
讲解。

学校还与校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紧密
合作，共同开发特色研学课程和活动。如
在“追寻红色足迹”研学活动中，不同年
级的学生结合不同主题，探索红色非遗，
亲 身 感 受 革 命 先 辈 的英勇事迹，领悟红
色文化精髓，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
自豪感。

（作者单位：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十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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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红色氛围

丰富文化实践活动，弘扬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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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利用课外时间阅读《红色世基》校本教材。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