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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分析观念”是新课标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小学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统计教学

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懂数据、理解数据,更需要让学生体验到数据能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解决之

后会给解决问题带来哪些改进以及效果上的优化。我们要做到：创设生活情境,激发数据分析的兴趣；

经历实践过程,形成数据分析的观念；诱发深入思考,提升数据分析的能力；挖掘蕴含信息,体会数据分

析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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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观念”是新课标中的核

心概念之一,是小学数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而这一核心概念体现在数学教

学中,则是统计知识的教学。在统计教学

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懂数据、理解数据,

更需要让学生体验到数据能解决什么问

题,怎么解决的,解决之后会给解决问题

带来哪些改进以及效果上的优化,我们

的统计教学就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核心组

织开展。那么,在数学统计教学中又该如

何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和意识呢？ 

1 创设生活情境,激发数据分

析的兴趣 

在过去的教学中,我们大多数教师

没有重视情境的创设,只是给学生一堆

数据,填一填、说一说, 多再比一比谁

多谁少。学生无法体会到统计的作用,

对数据分析就更无从谈起了。要解决这

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创设贴近学生生活,

学生能够真切感受的到生活化的情境,

把枯燥的数学变成有趣的、与生活紧密

相关的数学。在具体的情境中,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收集、分

析数据的必要性,从而对统计产生浓厚

的兴趣,真正激发起学生对数据分析的

兴趣和意识。 

1.1开发统计素材 

在整个小学阶段,始终贯穿着数据

分析的教学内容和思想,每个年级段的

教材中都编排了统计与概率的内容,这

些内容都是培养数据分析意识和数据分

析观念的 好素材。除了这些内容,对于

教材中的其他知识点如“三角形的分

类、素数和合数”等,也可以通过数据分

析来获得。教学中老师要善于教材、把

握时机,深入挖掘利用这些统计素材,逐

步强化数据的分析方法,不断强化学生

的数据分析意识和观念。 

1.2创设统计情境 

我们所创设的情境,一定要在现实

生活中能找到,使学生“眼见为实”。同

时,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应该在我们所创设的情境中

所着重展现出来,只有这样生活化的学

习情境,才使使学生真正体会到“数学来

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的理念。

陶行知先生曾经对此作过这样的比喻：

“接知如接树。”他倡导学生用自己的

经验为根,以这些经验所引伸的知识做

枝,才可以把别人的知识对接完整,化别

人的知识为自己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 

通过创设解决生活性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为了解决问题,

需要收集一些与之相对应的数据,并且

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条理的整理和系统的

分析。觉得进行数据分析是必需的,否则

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轻

松解决问题,学生也很愿意积极、主动、

深入地参与其中。 

例如,学校食堂要为同学们准备一

周菜谱,除了考虑营养均衡以外,还要

根据学生的喜好来进行配备。那么,该

如何了解同学们对食物的喜好呢？你

能给食堂提供哪些建议？学生自然就

能够想到,需要对全校同学进行调查,

收集相关数据。 

2 经历实践过程,形成数据分

析的观念 

新课程标准对统计教学 重要的要

求,就是让学生亲身经历完整的统计过

程,这才是建立数据分析观念的 好的

途径和方法。学生只有经历了“提出问

题、根据问题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分析

所整理的数据、由此获取相关信息、解

决提出的问题、统计过程的交流与评价”

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真正激发出

学生的学习需求,并充分发挥出学生的

主体性,积极投入到统计活动中去。这样

积极、主动的探究活动,才能够培养学生

的数据分析能力, 终形成统计观念。 

在设计统计活动时,我们要注意选

用那些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材料,比如

“全校学生春节压岁钱使用情况调

查”。引导学生讨论,得出：需要知道同

学们压岁钱使用的方向,购买书籍、文

具、玩具、旅游或是存入银行等等,哪

些使用项目花费较多,同学们对哪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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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较感兴趣,还有各个项目的人数等

等。接着,让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自然组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各组分别调

查一项内容。 

学生们分组调查收集到的数据繁、

杂、乱,看起来无从下手,自然而然会想

到把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教师此时

可以适时让学生讨论分类整理的方法,

并让学生实践操作进行数据的分类整

理。这就为后面的分析数据、体会数据

信息做了一个很好的的铺垫。 

这样的活动设计,使学生投入到收

集、整理和分析数据的完整过程,体验了

统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学习,有效地形成了统计意识。 

3 诱发深入思考,提升数据分

析的能力 

统计不是简单的收集数据,更重要

的是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这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思维过程。对于小学生来说,

分析数据的能力应该是重点培养的,数

据的分析可以借助统计表也可以借助统

计图,而书本上对于制表和制图的过程

并没有那么浓抹重彩,统计图和统计表

只是数据分析的手段,读图、读表的能力

更为重要。 

例如,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

《复式条形统计图》,教材中直接出示了

复式条形统计图,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读

图,了解图中反映的信息,再填统计表,

后小组讨论课本上的问题。学生在回

答这些问题时就需要对统计图和统计表

所呈现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给出自己的

观点。对比发现有些问题统计图比较方

便,从而突显出统计图的优点。 

再比如,在选择统计图的时候,我们

教师经常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

样选择合适的统计图？对于扇形统计图

适用于哪种统计项目,学生的意见很容

易统一。而当学生需要对条形统计图和

折线统计图进行选择时,则往往很容易

产生混淆。在统计学上,对于统计图的选

择没有对与错的区别,只是相对哪种更

合理,一切取决于需要。这就需要学生分

析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不同的情况

进行合理的选择。这个选择、取舍的过

程,就是学生体验灵活思维的过程,在不

断的思维碰撞中,逐步感悟到数据分析

的方法。 

4 挖掘蕴含信息,体会数据分

析的妙用 

数据分析是统计的核心,而深入挖

掘、充分体会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则是小

学统计图表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目标。

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会

在展现出例题或练习中的统计图表之后

提问：仔细观察统计图(表),你发现了什

么？这样的问题过于笼统,只是浮游于

分析数据的表面,学生除了数据的大小,

可以说无从发现。这个时候,作为教师,

我们要把眼睛放在学生更深层次的数据

分析能力的培养上来,引导学生分析统

计图(表)中的数据,体会到统计图(表)

中所蕴含着的有用信息,并能对根据这

些信息,作出一些合理的预判和推理。 

如《折线统计图》的教学中,出示某

商场一周衬衫销售情况统计表： 

首先,让学生根据统计表,制作完成

折线统计图。接着,让学生学生根据折线

统计图对商场衬衫的销售情况进行合理

的分析,并思考：如果你是销售经理,这

个统计图对你有什么帮助？ 

通过分析,学生提出两种方案：周一

多备货、周末多备货。哪种方案更合理？

认为周一多备货符合折线图的增长趋势,

但真的如统计图上所反映的那样吗？联

系学生的实际生活进一步分析、判断,

不难得出,周末大多数人不用上班,逛商

场的人多,应该周末多备货。这样超越统

计图本身的分析过程,使学生确切感受

到,还要根据问题的背景,联系生活实际,

深入挖掘数据中所蕴含的信息。 

数据分析意识有一个逐步累积的过

程,我们教学的核心就是要通过一系列

的统计活动帮助学生建立数据分析的观

念,使其产生对数据的亲切感,到遇到问

题时,能够主动收集、分析数据来帮助解

决,这样就可以不断发展学生的数据分

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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