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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文化是学生精神文化
的物质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
源。在彰显我校特色数学课程建设
的同时，还需要家庭环境、社会环境
的相结合，让学生无论走在哪里都
能受到游戏学习的感染、熏陶和积
极的暗示，能够在体验中理解数学
知识，发展数学思维，培养数学核心

素养。
（一）玩——享受家庭游玩区
基于疫情居家学习的经验，继

续开展“双减”政策下的周末数学学
习。根据家庭游戏设计的内容，学生
挑选自己喜欢的游戏或阅读材料在
书房、客厅等场地进行游戏学习，进
而提高数学文化素养。如：数独游

戏、七巧板拼搭等。
（二）展——共享校园展示区
学生在家里利用现有材料游戏

学习后，回到学校，我们将游戏学习
的过程与老师、同学进行分享，或展
示在数学课堂的大屏幕上，让学生
了解一个个神奇的数学游戏、数学
故事等，从而喜欢数学。

（三）研——体验社会实践区
也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将所学的

数学知识运用到社会中，体验社会
实践活动带来的乐趣，研究数学知
识带来的实际应用价值，既寓教于
乐，又让学生增强应用意识和创新
能力。如：采摘蔬菜义卖、社区垃圾
分类并统计。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

教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

文，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双减”背景下小学低段学生
数学游戏课程的开发与研究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朱 静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双减”政策要求，在减轻学生作业数量负担的同时减少课外辅导培训，让教育

真正回归校园，回归自主学习。游戏创造人、游戏发展人、游戏解放人、游戏娱乐人。数学游戏学习顾名

思义是利用周末在家游戏学习。笔者有创造地组织、引导低段学生开展有意义、有趣味、有个性的数学

游戏，遵循普适性、便捷性、操作性强等原则，因家制宜、就家取材创造性设计游戏，让学生在双减政策

下不去课外培训，也可以在家提高数学思维，发展数学素养。

经过探索与实践研究，游戏学习如春风拂面，给学生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游戏学习课程不仅在学生发展与教师专业成长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拉近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在双减政策下，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出更多具有创造性的分支课程和活
动，利于学生的成长。

“游戏学习”通过增补校本数学
拓展课程，增加普适性、便捷性的游
戏内容，让学生觉得学习过程是丰
富的，多样的，好玩的。经过笔者的
探索，将家庭民间游戏、校园主题游
戏和社会实践游戏等内容巧妙地、
循序渐进地融合到低段学习中，遵
循主体性、普适性、操作性强、高效
性原则，以一、二、三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规律为线索，共享课
程的童趣内容，一学年每个年级共
30课时，其中家庭篇20个游戏，校
园篇6个游戏，社会篇4个游戏，重
视积累游戏经验，提高儿童思维和
学习兴趣，感悟数学思想方法。

（一）三层设计，确定内容
1.开发家庭民间游戏
家庭游戏以易操作、趣味性、数

学性为基础，让学生利用家里现有
的材料自编自导进行游戏学习，分
别从数感、运算、推理、空间观念、数
据分析等几个核心素养出发设计、
整合、梳理，再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
和年龄特点实施到一至三年级。如：
扑克猜数、24点游戏、跳绳中的估算
等。

2.开发校园主题游戏
我们在校本数学拓展课程的基

础上，根据数学教材中的活动开发
校园主题式游戏让学生在活动探
究、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找到数学学
习的途径，充分体验数学学习的过
程，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数学知识，
在感悟中体验学习的快乐。如：数学
魔术秀、时间管理大师、速算“11”
等。

3.开发社会实践游戏
我们又根据数学各册教材中的

“综合实践活动”以及教材外蕴含的
实践内容进行梳理整合，自主开发
设计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利用社
会各大职业或机构内容得到应用与
发展。如：小小银行家、小小设计师、
小小统计家等。

（二）探索游戏研学策略，“玩、
学、研、省”四标驱动

在开展游戏学习时，需要具备
四个标准，即会玩，会学，会研，会
省。具备四标，学生在玩数学游戏时
才能乐享游戏的趣味，同时锻炼自
己的数学思维力，探究力和反思力。

1.会玩——在玩中理解
“会玩”首先要求学生能读懂游

戏的规则，在理解的基础上操作简
易工具，独立或在大人的指导下完
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数学游戏。其次
学生能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参与，
就需要数学游戏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和普适性，同时又能适应主体性，即
以学生为主导，顺应学生发展的原
则。如：在一年级的家庭游戏完成
中，可以通过画一画、写一写、说一
说等方式记录到游戏手册里，利用
网络录制视频，展示游戏过程，在玩
中理解。

2.会学——在学中锻炼
“会学”强调学生能够主动学习

游戏背后所蕴藏的数学知识，锻炼自
己的数学思维，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
数学学习能力。学生结合课堂、教学
中的时间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和数
学原理，将知识与游戏融合在一起，
用视频、记录等方式展现、锻炼学生
能力，更利于游戏学习的发展。

3.会研——在研中领悟
“会研”在“会学”的基础上更上

一层楼。学生通过数学游戏掌握了
一定的数学知识后，能够继续深入
研究，探究出游戏背后所遵循的规
律，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从游戏
到学习，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内涵，是
学生从感性思考到理性思考，从被
动吸收到主动学习的一个螺旋式上
升过程。

4.会省——在反省中内化
“会省”，即反省。学生在参加

完数学游戏后，通过反省自己在游
戏过程中的失误或做的不够好的
地方，去积极评价自己的表现，吸
取经验和教训，调整心态和策略，
从而在下一次游戏过程中表现得
更好。“会省”还强调通过反思反省
将知识“内化”。只有通过“反省”才
能将知识吸收、内化，有一个质的
提升，而不是停留在本能的、单一
的操作中。

（三）探寻多元游戏评价，“活
动、激励”双机实施

通过活动与激励两者共同作
用，开展过程性、激励性的多元评价
制度，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游戏学
习，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与自信。

1.开展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
（1）双周周末游戏活动。
每学年按照两周一次在家休息

时间开展数学游戏学习，可以学生
独立完成，也可以与家长亲自游戏
学习，让学生的周末学习变得丰富
多彩。如：用数学游戏三根筷子、三
个碗为例，游戏材料极为简单，游戏
问题是如何搭建一座桥，使得筷子
可以沉重许多物品？这是一个具有
思考含量的数学问题，跳出原有的
思维习惯，不仅让学生感悟到三角

形的稳定性，也让学生惊叹不起眼
的材料竟能沉重如此多的物品，感
叹知识的强大与魅力。

（2）乐玩寒暑假。
每学年有2个寒暑假时间，让学

生参与社会实践游戏，如一年级的
超市购物，运用所学的人民币知识
购买一次旅行所需的物品；又如参
加小小银行家的活动，了解银行工
作人员的常规工作，数钱，柜台机的
电子使用等。

（3）开学第一课展研。
在双休日或寒暑假回来后的开

学第一课，正好利用游戏素材让学
生在课堂上展示、交流、研讨，其目
的是为了将单纯的活动、游戏变成
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数学课程和教
学，让学习更有效。

2.开展多元的游戏评价
（1）网络平台分享。
低段学生要多培养语言表达能

力。利用网络平台或录制视频方式
将游戏学习内容分享到班级公众
号、班级群等，既锻炼孩子的学习语
言表达能力，又增强数学学习的信
心。

（2）情感共鸣，游戏交流。
学生利用游戏资源交流想法，

将游戏学习呈现在笔头上，如在做
家务劳动时，思考如何合理安排时
间，统筹事情的先后顺序；在袋鼠跳
的运动过程中，不仅训练平衡感，还
能加强计算能力，边玩边学；在24点
游戏中，与爸爸妈妈共同运算，并结
合运动综合培养学生素养，既锻炼
思维又强身健体；把这些最真实的
感受汇聚成文字，用文章诠释游戏
的意义与快乐。

二、建构游戏学习内容“家庭、校园、社会”三层设计

一、寓乐游戏学习环境“玩、展、研”三点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