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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仍存在固有的教学观念停滞不前，脱离实际的教学模式贯穿课堂，现代信息技术

运用的短视化等问题。为此，以具身认知为研究理论，阐述其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内涵价值，并

打开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前行方向，为打破固有观念、冲破教学壁垒和拓宽技术视野提供现实参照，实

现数学课堂的真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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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still exists the inherent concept of teach-
ing stagnation, detached from the actual teaching mode throughout the classroom, the short- 
sightedness of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is regard, tak-
ing embodied cognition as the research theory, we elaborate the connotative value of its applica-
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pen up the forward direc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provide realistic references for break-
ing the inherent concepts,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eaching and broadening the tech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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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al horizons, and realizing the re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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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存在的现实症结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与新课标的颁布，当前的小学数学教学无论是从课程理念的渗透与实施，

教学模式与策略的运用，还是跨学科整合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都与传统的数学教学有着显著的区别[1]，
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目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仍存在着一定缺陷，迟滞数学教学质量

的提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固有的教学观念停滞不前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强调：“数学不仅是运算和推理的工具，还是

表达和交流的语言。”[2]虽然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改变了数学教师陈旧的教学观念，但根植于数学教师

中对数学本质、价值的理解仍然停滞不前，许多数学教师还是认为数学知识与概念的理解需要学生多去

练习、做题，在练习和做题的过程中掌握数学知识，这种固有的教学观念仍然存在于现代课堂教学中。

教师耐心讲解每道数学练习题，机械、重复地给学生灌输知识，让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被动

地接受知识，极大地阻碍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和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1.2. 脱离实际的教学模式贯穿课堂 

数学不仅是思维严谨的学科，更是实践应用的学科。因此数学学科的学习一定要符合数学的学科特

点和数学规律，数学的应用应渗透现实生活情境中，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体现数学学科的

本质与育人价值。在现代数学课堂教学中，数学教师虽然不再依赖传统的教授式教学模式，提倡基于问

题的教学模式、启发式教学模式以及探究式教学模式等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教学模式。但许多数学教师

在讲授数学知识与概念的过程中，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知识的教学；同时由于课堂资源、空间等

条件限制，教师往往只传授教材上的数学知识和例题，较少引用真实情境的数学问题以及学生日常生活

中遇到的数学问题，这种脱离实际的教学模式贯穿课堂，实现的只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阻碍了学

生数学思维的发展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1.3. 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短视化 

新课标强调要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融合，如数学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 PPT、电子白板等信息

技术来进行数学知识与概念的传授与讲解。很多数学教师已经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运用的能

力，但运用信息技术所展示的多媒体教学 PPT、动画、动态图像等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些复杂的、抽象的

数学知识的讲解，并未将教学情境与学生互动联系起来，只是将生动形象的动画、图像等展示在学生面

前，以实现当前的教学目标。这种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短视化不仅缩短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数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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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发展视角，也限制了学生的数学思维、创新能力、学习兴趣以及身心在其运用过程中的长远发展。 

2. 具身认知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内涵价值 

具身认知理论主张思维和认知很大程度是依赖和发端于身体的，身体的构造、神经的结构、感官

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促进了人们怎样认识世界，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风格，塑造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

式[3]。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与成熟，使其研究成果已渗透于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各学科领域的

教育教学。 
首先，通过利用学生的身体感知和周围环境，帮助他们建立对数学概念和操作的感性认识。例如，

小学数学教师采用物体模型、实物或运动等形式，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操作等方式来感受数学概念

和规律，从而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 
其次，具身认知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具体的活动和情境来引导学生通

过感知觉、运动经验、身体动作等进行思考、发现规律并解决问题，促进学生数学思维、逻辑推理和创

造能力的发展。例如，教师可以增设多个关卡的数字谜题和游戏，使学生需要依靠各种感官、动作经验

以及数学方法来解决数学问题，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 
最后，真正有效的、全面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具身认知可以为学

生提供具体、直观且富有趣味的数学教学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可以采用互动式

的角色扮演或具有情境性的数学游戏来创造一个有趣的数学课堂氛围，调动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

精神。 

3. 具身认知指导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前行方向 

3.1. 打破固有观念，促进数学知识与概念的深度理解 

许多一线小学数学教师仍固守学生只有在讲、练、做的过程中才能掌握数学知识。这种固有的教学

观念使小学数学课堂只是披上了“现代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光鲜外衣，没有改变其实质，结果学生还

是只会机械地去记忆数学知识与概念，抑制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具身认知指导下的具身教育，摒弃了传统“离身教育”中强调学生主是知识信息的被输入者、接受

者。以具身教育来打开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前进的方向，使知识传授不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学生身体将

不再被忽视，身体及其感知觉和动作将重新回归教学过程[3]；同时打破他们固有的教学观念，注重身体、

感知觉及动作经验的全身心、全方位教学，促进学生理解数学知识与概念，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如图 1)。
例如，在“长方形与正方形的面积”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探索性的教学活动，将“智慧珠”(由一个游

戏盘和 12 组不同形状的珠体组成)作为教具，让学生在探索性活动中感知智慧珠积木的形状和珠子的数

目，同时把智慧珠拼成长方形和正方形。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物体量感的理解，也能发

挥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 

3.2. 冲破教学壁垒，实现数学教学内外的双向贯通 

在现代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问题驱动、启发式以及探究式等新型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小学

课堂数学模式，但许多教师在讲授数学知识与概念的过程中，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传授式教学。

同时由于课堂资源和空间等条件限制，较少引用生活化情景进行数学教学，不利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启迪

与培养。 
具身认知视野下的具身教育强调身体、感知觉、动作经验以及环境对学生学和思维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摒弃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导式教学，与学生成为教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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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共同参与者和相互影响者，使其互为教育教学的对象。同时，教师不要被课堂教学的资源、空间

以及时间等限制住其教学创新能力的发挥，要做到冲破现实教学壁垒，将数学课堂与实际生活互融互通，

让学生在身体参与并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感知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与概念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如图 2)。例如，在“数学广角：搭配”的教学中，教师可在课前精细设 
 

 
Figure 1.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embodied education” 
图 1. “具身教育”指导下的数学教学 

 

 
Figure 2.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cl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out the model 
图 2. 数学教学内外循环贯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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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搭配相关的教具学具，制作数学卡片让学生动手搭配并组成不同的两位数。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去课外操场、图书馆等资源环境丰富的学习场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将自己在实际环境中

感知到的以画画、做笔记等形式记录下来。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将记录内容以“图文搭配”的形式呈现

出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生活经验，也使其体验到了在生活中运用搭配的数学之美。 

3.3. 拓宽技术视野，展现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融合的育人前景 

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数学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但现代许多小学数学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 PPT、电子白板、动画演示等技术时，他们考虑更多的

是如何通过这些技术将复杂、抽象的数学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他

们较少顾及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培养与发展了什么样的能力，只从知识层面的角度靠考查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没有从课程育人的角度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 
 

 
Figure 3.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integration nurturing model 
图 3. 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融合育人模式 

 
在现代化信息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师要运用具身思维拓宽技术视野，除了掌握多媒体 PPT、电子白

板等常规信息技术之外，还可以采用沉浸式技术创设教学情境，包括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或混

合现实技术等，实现教师、学生与情境的动态循环交互，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并

发展学生的思维、感知觉、动作协调等能力，展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融合的育人前景，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如图 3)。例如，多尔·亚伯拉罕森教授研究团队一项经典性的设计：比例数学想象训练器(The 
Mathematical Imagery Trainer for Proportion, MIT-P)，这是用于学习“比例”概念的系统[4]。该系统包含

交互式屏幕和两个手持传感器，将任务设置为 1:2 的比例，当右手传感器到屏幕底边的垂直距离是左手

传感器到屏幕底边垂直距离的 2 倍时，系统将屏幕变绿表示正确；反之，屏幕为红表示错误。在此基础

上，加入现代眼动技术，以此捕捉学生发现规律过程中的眼动模式[5]。学生在这个虚拟与现实的动态交

互过程中，促进了学生对“比例”内容的消化与理解，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各种感官(包括视觉、听觉、触

觉等)以及身体动作协调能力，为学生学习其他学科奠定了前提基础，展现出现代技术与数学教学融合的

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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