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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改革以来，教学的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变到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而在此之下“课程育人”的

提出将课程和教学有机整合起来，更加符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站

在一个极具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视角下看待课程，我们可以从教学、教育的本质、数学核心素养中找

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解读、课程育人的本质探索，就如何实现小学数学“课程育

人”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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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has shifted from “material-oriented”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under this, the proposal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organically integrate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educa-
tional concept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Looking at the curriculum from a perspectiv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can fi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from the teaching,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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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 ex-
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achieve “curriculum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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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为儿童打造更好的课程体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 世纪初，著名教育家杜威指

出“儿童和课程仅仅是构成一个单一的过程的两极。正如两点构成一条直线一样，儿童现在的观点以及

构成各种科目的事实和真理，构成教学。”[1]于是建立起以“经验”为核心的课程理论。随着社会的发

展以及新时代对于人才的要求，x 课程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目前课程被学术界定义为：“课程是由一

定的育人目标、特定的知识经验和预期的学习活动方式构成的一种蕴含着丰富、基础而又有创造性与潜

质的一套计划与设定。”[2] 
回顾整个教育发展与课程演变的历史进程，课程始终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古希腊时

期，学校以公民教育为主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随后中世纪教育大力宣扬神学伦理到文艺复兴开始

关注自然科学知识，但自始至终，道德教育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穿插于各个学科领域。我国古代

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强调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品质修养的君子[3]。新文化运动促进教

育体制改革，注重教育的科学化、实用化。新时代《义务教育课程(2022 版)》更是明确提出课程的三大导

向——“育人导向”、“目标导向”、“素养导向”[4]。虽不同时期的课程内容、方式不尽相同，但都

是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课程育人的价值，课程“育人”的思想也逐步走向理论化、概念化。但在实际教

育教学中，不免产生“课程”与“人”的割裂，出现“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新时代对于

数学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出发，探讨数学教师实现课程育人功能的现实路径。 
为了更好地培养时代新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党中央在提出“三全育人”(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后，进一步明确了新青年应当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具备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要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课程的育人价值是必然选择，而一线教师如

何实现课程的本体价值——育人，是一项值得探讨的社会性问题。 

2. 课程育人基本内涵与本质属性 

2.1. 基本内涵 

我国大部分文献并未将“课程育人”作为主题，而是将“立德树人”作为“课程育人”的主题，将

“课程育人”与“思政教育”(如“德育”和“课程思政”)紧密结合，将“课程育人”视为一个伦理问

题。“课程育人”包含了“课程”与“育人”两大要素:“课程”应该涵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属

性的教育系统，“育人”是指根据我国的教育目的，培养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不同类型的

人才。课程是育人的方式、是载体，而育人是目标、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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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质属性 

数学知识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历史，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我们探讨知识的价值时，不能仅看

到它的有用性、科学性，而忽视它的人文性与内在价值。教师在帮助学生搭建知识框架、吸收知识解决

问题的同时，也要内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认知、使学生获得精神层面的收获与成长。数学是一个有逻辑

性的学科，作用于人理性世界，学生能在思维的海洋里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数学独特的文化也

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数学课堂。比如中国古代著名的《九章算术》注重“算法”，多用于解决财

产、赋税、工程、天文地理等实际问题；而古希腊城邦实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由于选票的需要，古

希腊人民多利用公理进行逻辑推理，进而证明结论。不同的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数学，学生了解数学文化，

就能感受古代人民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品味数学家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 

数学课程从知识、逻辑、文化多维度出发，使学生的认知世界、理性世界、精神世界得以发展和完

善。课程目标从一开始的“双基”到“三基”再到现在的“核心素养”，从知识层面到价值观层面再到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每一次教育的变革都进一步明确了课程的育人功能。 

3. “数学课程育人”的现实意义 

3.1. 促进了数学课程与数学教学的整合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课程和教学很容易被看作是两个独立的部分。正如英罗所说，“课程是

一套学习的内容，而教学就是一条通往学习的途径。”这种说法无疑将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过程分离开来。

正如美国资深课程学者坦纳夫妇(D.T anner and L.T anner)所言，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游泳的动作和水分离开

来一样。”[5]幸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20 世纪初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首次尝试将课程与教学进行整

合，而后“课程教学”理念的创生标志着课程与教学的再次整合。教学的目的就是育人，就是要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课程育人是“课堂教学”的外在体现和坚持，其理念的提出，使得数学课程由“制度课程”

向“体验课程”的转变，即教师和学生实际体验、感受到的课程[6]。 

3.2. 回归了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实质就是要解决“什么是教育”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十二所重点师范院校的联合编撰中这样

定义教育：“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实践活动。”[7]。中

外教育史上，关于教育的论述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教育是一种培育人的活动。

这就是教育与其它事物的本质区别，也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的过程要时时刻刻体现对人的价值。课

程育人观念地提出，使得教育从一个“应然”的状态过渡到了一个“实然”的状态，回归了教育的本质。 

3.3. 体现了数学核心素养的价值追求 

核心素质是以个人为导向的，即“教育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而数学的核心素养则是“如何培养

出这样的人才”。数学课程标准把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描述为“三会”，即学会数学的眼光、数学的思维

和数学的语言[8]。数学课程就是要培养学生核心的和关键的数学素养。所以，对这三个基本能力的培养，

就是实现学生价值目标的关键。 

4. 数学教师发挥数学“课程育人”功能的途径 

4.1. 着重培养学生基本的数学素养 

4.1.1. 培养数学的眼光 
何为数学的眼光？比如在桌子上放了一只苹果，孩子们首先会想到苹果的颜色，苹果的大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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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味，但是通过数学课堂的交流与学习，一年级的小朋友看到苹果后，也许，他首先想到的是苹果的

数量，这样也就是他用数学的眼睛去看真实的世界。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数学视野： 
(1) 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数学起源于真实的生活，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数学教育中，教师要注重运用、紧

密联系、体验过程，通过实际操作和抽象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归纳和抽象能力，从而达到把握知识本质

的目的；努力把数学的内涵和实质联系起来，把现实生活、学科现实和数学现实联系起来[9]。 
(2) 让学生经历数学化的过程 
数学教育概论一书中提到“人们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客观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并加

以整理和组织的过程，就叫做数学化”[10]。数学化就是让学生体验到数学知识的产生，也就是“再发现”

的过程。比如，在学习《分类与整理》一课时，教师可以创设问题情境，一群家长和孩子们去郊外玩捉迷

藏，我们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分组，同学们觉得应该如何去分呢？学生们通过整理数据，提出了多样化的

分类方式，在这些分类方式中，怎样分配才能反映出公平？通过发现实际问题中的数学成分，把现实问

题转化为数学中的统计与概率问题，并对它做符号化处理，就是数学化。 
(3) 重视归纳、总结、建立数学知识系统 
数学知识的学习呈现出由易到难、由简到繁、波浪式前进、螺旋向上的趋势。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

时，要注重对所学的数学知识进行总结，使学生了解知识的实质和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

学会了一个数字和一个数字的进位加法，那么他就可以很轻松地学会两个数字和一个数字的进位加法。 

4.1.2. 形成数学的思维 
数学思维是学生运用数学的方法思考并进行问题解决的一种思维形式。数学教学，教师多注重学生

的计算能力和基础知识的掌握。而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学生会有一

系列的问题，比如他们不会思考，不愿意思考，或者思考的僵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小

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弱，对数学概念、原理的本质不了解，因此，老师们认为与其把精力放在培养数学

思考上，不如把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的能力上。然而，重视数学思维的培养，并不只是新课标

对数学教师的要求，而且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数学上的发展极其重要。一个具有数学思维的人，

能从数学问题中举一反三，发现新领域的问题，并能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从学生的思维特征出发，教学模式要多元化，对于学生的观点要进行启发、引导，让学生积极思考

问题，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4.1.3. 学会数学的语言 
数学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和交流数学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工具。教师要优化教学设计、创设课堂活动、

实施外部奖励机制等，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说，学会用数学语言说。 
(1) 创设问题情境，增强课堂的趣味性，让学生们“乐说”。 

兴趣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当一个人完全被兴趣吸引时，他的思想就会变得很活跃，他会有很强的愿

望去表达他的思想。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积极创造学生的兴趣，营造宽松平等、情感交融的学习环

境，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使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在初步的认识立体图形时，

教师可以沿用幼儿园中游戏式的学习方式，让同学们搭积木，要求把所有的积木都用上，看谁搭的积木

有高又稳。同学们进行实验后，老师抛出问题：“刚刚老师看见了绝大多数同学都出现了问题，谁告诉

我，在你建造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不老实？为什么它总是不听话？”“圆柱也好滚，你怎么不认为它很

困难？”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先是通过动手操作发现数学问题，再通过师生对话找到问题的关键，

最后再操作解决该数学问题。在整个课堂中，数学交流必不可少，而在这种轻松活跃的气氛下，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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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方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作品。数学教学目标也在润物细无声中得以实现。 

(2) 重视教师引导，实施外部奖励机制，让学生们“能说”。 

斯金纳的强化论指出，一项行动被确认或拒绝，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该行动之后是否会再次出现。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其实是比较符合小学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征的。也就是说，在学生回答

问题后，教师要进行言语鼓励，增强学生的个体体验。学生们会从不想说、不愿说逐步过渡到尝试说、

能够说。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们除了语言上的鼓励和称赞外，还可以适当的实施其他外部奖励机

制，如对积极发言的学生、极少发言但愿意尝试发言的学生、发言质量很高的学生奖励一朵小红花，集

齐一定数量的小红花后可兑换相应奖品，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还可以让获奖的同学发挥

示范作用，其他同学通过观察学习也会提高相应行为。 

(3) 注重及时反馈，反复进行知识总结，让学生们“会说”。 

马克思曾指出：“观念的东西不过是转移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这实

际上就是一种知识的内化过程。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彬斯坦认为，人类的高级心理

功能是无法从个人自身的构建中得到的，而个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外在的实践活动，将外在的事物

转化为内在的事物，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11]。所以教师在教学时，要对学生的发言及时反馈，

对于数学概念不清晰的要及时追问，随后让学生重新发言；对有错误的数学语言，要及时改正，使之形

成正确的概念。 

4.2. 在学科融合中感受数学学科的美 

小学教育主要是以综合课程为主的，但是由于各个课程开设的独立性，造成了每一个学科的分裂。

举一个简单的生活例子，如果一个数学老师转而去教语文，班里的人肯定会纳闷：“为什么数学教师能

教语文呢?”所以，在多数同学们的眼中数学就是数学，语文就是语文。但是随着新课程的改革的要求，

学科融合在小学教育阶段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给老师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4.2.1. 数学和其他科目的融合 
数学家们在建立数学时，总是从普通的文化中吸取养分。很多最初的数学思维和人们的一般思维是

相通的。例如，在数学中，学生们所接触分数的守恒，如“1/3 = 2/6 = 5/10”；几何图形的守恒，如“两

个相等的图形在移动后，其长度、面积等都不会改变。”；等式的守恒性，例如“方程在两个方程式之

间相加或相减，方程式依然有效”，这与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是一致的，也就是一个封闭体系的

总能量不会改变。如一个运动的物体势能减弱了，动能就会增加。在文学中，这种守恒仍然存在，也就

是在诗与联中，要保持一定的意境、词性、韵律的恒定，就像王维的那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
在数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的教学中，孩子们学会的是守恒的客观规律，享受的却是守恒带来的一种均衡

和美感。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能够让孩子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守恒，得出守恒就是在变化中寻找不

变的规律。 

4.2.2. 数学与思想政治的融合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德育渗透到其它学科。如在五年级学习百分数时，老师

可以给孩子们展示海洋面积约占地球面积的 71%，让孩子们感受到原来地球是就水的世界。接着，老师

告诉孩子们，这些水的分布情况是：海洋 97.2%，极地冰川 2.15%，地下水 0.632%，湖泊和江河 0.017%，

水蒸气 0.001%。而我们可以喝的水——淡水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 2.8%。这些水以固态，液态和气体的形

式存在于冰川、地下、地表水和蒸汽中。通过对以上几个百分数的认识，孩子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淡水

量的稀少，在了解百分数的意义之后，还能向同学们传递“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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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培养学生的数学情怀 

数学史不但记载了与数学有关的思想方法、知识结论、应用实践等方面的知识，如小学教材中的七

巧板、鸡兔同笼问题；还反映了古代数学家推陈出新、严谨求实、尊重科学的探索精神。数学是世界文

明进步的推动力，很多历史学家都是从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如中国古

代的数理讲求实用，《九章算术》往往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田地、按比例征税、土方计算等等；而古希

腊的数学却多是一些公理证明、逻辑推理，希腊的城邦，实行的是“奴隶主民主”，每个人都要互相说

服，才能得到一张选票。因此，最好的说服力就是根据所有人都认可的事实，用逻辑思维来得出结论。

所以，一个数学的定理、数学的公式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人物、一种精神，而且还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

一种追求。数学文化在各种版本的数学教科书中渗透情况如下(见表 1) [12]。 
 

Table 1. The penetration of mathematics culture in mathematics textbooks 
表 1.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科书中的渗透情况 

 引文 例题 习题 阅读材料 总计 

人教版 24 104 353 85 566 

苏教版 14 96 450 58 618 

北师大版 8 110 502 47 667 

总计 46 310 1305 190 1851 

 
数学教材的编写是经过反复推敲，把数学史的知识重新整合再形成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在数学教

学中掌握科学性与教育性的基本原理。将数学史的知识融入到数学教学中，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数学的概

念、原理、思想方法等，学生的数学兴趣提升了、对数学的情感升华了，最终数学教育的人文情怀就能

够实现。然而，在教学中，数学老师要注意的是，要把数学历史与数学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不是表

面上的。如不能只能跟同学们提及历史上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事。同时，还要把数学史和数学课

有机地联系起来，如不能介绍一段数学史，然后接着讲数学内容，前后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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