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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领域的知识，是学生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空间观念，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载体。2022年4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2022版）》，本次课标修订的一项重要变革，是以结构化的方式来组织课程内容。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改变平时的教学方式——讲
评、操练式的习题教学，在数学知识系统和学生已有知识基础之上，以整体关联为抓手，以动态建构为核心，以发展思维为导向，以基础学力和数学素养
为目标追求的学习过程、学习方式和方法。以结构化教学理念，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落实结构化教学 促进深度性学习
——以人教版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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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读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领域中的教学知识点，发现教材的编排方式和知识本身

的逻辑性，都需要我们将知识点进行结构化教学。笔者用结构化教学思想搭建新知与旧知的“桥

梁”，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让学生在悟得知识点的同时，还能清楚知识点各板块的相互联系，这样

的结构化教学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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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教师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入结构化教学模式，除了给基于学生已有知识水平和生活经验外，还能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和探究
数学问题的兴趣，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结构化教学的引入，是新时代教育需要教师搭建新旧知识的桥梁，学生建构知识网络，形成方法框
架，建立思维体系，最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促使学生深度学习。

（一）通读教材，了解整体架构
数学中的每一个知识点都隶属

于某一个知识体系，并不是孤立存
在。因此，教师需要考虑学生的认知
规律和教材编排特点，将学生分散的

“碎片化知识”化成有关联的结构化
知识，让学生看清知识完整的样子，
明白知识的形成过程，促进学生学习
内容的结构化。

通读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通过
整体架构，我们可以将教材内容分为
以下几个领域：数与代数，图形与几
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笔者就

“图形与几何”这个板块展开研究，利
用整体架构的结构图，可以帮助我们
直观解读“图形与几何”这个领域我
们要学习的内容。

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小学阶段“图形与几

何”版块包括“图形的认识与测量”和
“图形的位置与运动”两个主题，学段
之间的内容相互关联，螺旋上升，逐
段递进。

数学本身是一门结构性、逻辑性
较强的学科，而“图形与几何”的教学
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在学生学习
和建构知识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从
整体上了解学习内容，把握事物之间
的联系，通过整体性建构，帮助学生
感知数学知识的系统性。

（二）联读教材，把握单元结构
课程内容的结构化往往是由大

单元设计实现的，在教学具体单元内
容时，教师应该清楚本单元有哪些知
识点，如何划分课时，课前课后又有
什么联系等，同时也应该清楚了解学
生学情——学生在学习本单元的知
识时，已经具备了哪些生活经验和学

习经验，本单元知识的安排有怎样的
层次，知识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了
解这些情况后，再对本单元知识进行
梳理，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单元的结
构。

譬如人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
册“图形与几何”总复习版块，根据新

课标要求和笔者对教材的解读，本单
元的知识结构图设计如下：（见下图）

这样结构化的重组，会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将所学知识“连点成
线、勾线成网”，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养成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和思考问
题，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为了建构完整的学习过程，笔
者从大单元整合，结构化教学课程；
立足学习过程，实现方法迁移的流

程着手，有效促进学生学习方法的
结构化。

（一）大单元整合，采用结构化
教学课型

“大单元整合教学”是教育深度
变革的必然，也是新时代教师必备
技能。在平时教学中，我们应该从结
构化的角度看待整堂课的教学，顺
着课堂教学的认知结构去解析相关
的教学要素，精心构建教学活动。

譬如，在教学人教版小学数学
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平行四边形
和梯形”这一内容，笔者采用了大单
元整合——结构化教学课型，来促
进学生学习方法的结构化。（见左
图）

（二）立足学习过程，实现方法

迁移
数学教学不应仅仅是数学知识

的教学，它所承载的思想方法更能
对学生深度学习产生较好的促进作
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通过操
作、实践、感悟，获得丰富的活动经
验，然后根据学生的小组合作，团
队交流，总结汇报，经历探索、操
作、讨论、推导等过程得到结论，促
进学生深度学习，实现学习方法的
结构化。

例如，在研究平行四边形的面
积时，同学们采用了剪拼、割补等
方法，通过转化思想，将平行四边
形面积转化到长方形面积来思考。
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迁移三角形

面积的计算，梯形面积的计算，圆
面积的计算，从而总结出图形面积
的计算方法。通过这样的割补、转
化，虽然理清了知识发展的脉络，
但对学生来讲公式记忆又比较繁
琐，因此，笔者根据图形本身的特
征，感受图形之间的内在联系，动
态整合面积公式：将三角形看成上
底为0的梯形；将平行四边形看成
上底=下底的梯形；长方形正方形
看成上下底相等的直角梯形等方
式，减轻了学生记忆公式的负担。
同时，利用结构化思想，让学生感知
数学知识结构的统一美，进一步发
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
式的科学，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就
是要学习课本知识和学习方法之间
的联系，只有建构了核心的数学思
想，并对数学素养进行提炼和升华，
才能帮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建构解决问题的思想体系，促进
学生数学思维的结构化。

在教学中，笔者在教学活动中
经常考虑三个问题：怎么教？教什
么？何时教？譬如在教学“圆的面积”

时，笔者采用结构化的教学模式，将
其中涉及的知识遵循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开展
深度学习。

1. 带领学生复习旧知，引入新
课。课前拓展：为什么车轮是圆的？
基于课前研究，和学生对于直线图
形面积与周长的知识，初步感知

“圆”，循序渐进，过渡到圆的半径、
直径、周长、面积，初步认识曲线图
形。

2. 组织学生小组合作，探究新
知。学生通过剪裁、拼接的方式，将
新知转到旧知，将圆的面积转化到
长方形面积进行研究。由于学生的
空间观念还比较薄弱，当学生探究
不出长方形与圆二者之间的关系
时，笔者用课件动态呈现，发现长方
形的长与圆周长，长方形的宽与圆
半径的关系。

3.结合掌握的规律，拓展延伸。
通过已知半径、直径、周长，如何求

圆面积的练习，帮助学生对“圆面
积”的深层次认知，提升学生数学学
习的能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思
维化结构。

“图形与几何”蕴含着数形结
合、分类、转化、极限等数学思想，这
些思想又在学生学习过程自身思维
体系中顺应和同化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的数学思想，能够促进数学思
维的结构化。

一、建构系统的学科知识，促进学习内容结构化

二、建构完整的学习过程，促进学习方法结构化

三、建构核心的数学思想，促进数学思维结构化

解构——体验——重构——感悟

单元
开启课

主题
活动课

实践
操作课

整合——融合——实践——结构

问题——实践——应用——建构

1.平等于垂直的相关概念

2.画垂线，点到直线的距离，解决问题

3.认识平行四边形，梯形和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1.在纸上任意画两条线段，引出平行与垂直
2.通过丰富生活原型，抽象出平行四边形或梯形
的几何直观图
3.有层次安排作图，画平行线，画垂线，画高

有意识将数学学习与生活实际结合，设计学以臻用
的习题。由于教材有限，教会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将
视野从课堂拓宽到生活的空间，引导学生观察生活，
体会数学知识的重要用途，增强数学应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