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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是培养数学思维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缺乏深度,本文在阐述深度

学习下大单元主题教学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分数的意义和性质》单元教学片段,得出小学数学课堂中促

进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包括引发合理的认知冲突和多元表征学习,以期将深度学习的单元主题式教学

模式更好地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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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深度学习 早由国外兴起,可追溯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Ference 

Marton和 Roger Saljo于1976 年研究

了大学生阅读学术论文中所应用的不同

方法而产生的不同学习结果的现象,提

出学生学习的两种不同方式即深度学习

和浅层学习的概念。2005年,黎加厚教授

将深度学习引入教育领域,此举标志着

深度学习研究在国内正式兴起。 

而数学作为人类 古老的文化之一,

是一种极具理性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学

科。而数学深度学习这正是以数学学科

知识为载体,强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发挥数学的教育价值。

因此深度学习的单元主题式教学设计并

不是追求学习内容的绝对深度和难度,

不是指教学内容越深越好,而是强调在

这个过程中,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为

目标,教师组织学科内容、理解学生学

习、精心设计与实施教学,同时学生主动

学习、深入思考,深刻理解所学习的内容,

体验、理解学习内容中体现的思维方法

从而形成对自身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此外,深度学习下的大单元主题教学以

主题问题为切入点,以单元整体教学为

支撑,以多元评价体系为保障。笔者以青

岛版(六三制)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分

数的意义和性质》单元教学为例,谈谈将

深度学习的单元主题式教学模式更好地

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2 深度学习的单元主题式教学

实施  

为了将深度学习的单元主题式教学

模式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本研究

以青岛版小学数学(六三制)五年级“分

数的意义和性质”单元知识为例,展开具

体的教学过程分析与阐释。 

2.1选择主题,设计情境 

分数的意义这一课是分数的意义

和性质这一单元的第1个课时,“分数的

意义”这部分知识是整个单元的核心和

基础,在整个单元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因此,选择这一主题进行深度

学习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情景设

计中,不仅要分数的意义的知识点与学

生已有的关于分数的认知相结合,还要

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数

学的兴趣。 

2.2分析学情,确定目标 

2.2.1学情分析 

认知基础：学习分数的初步认识时,

学生已经体验过分数产生的必要性,建

立了把一个物体或一个计量单位进行平

均分的分数模型,掌握了分数各部分的

名称,会比较同分母分数和分子是1的

分数的大小；会进行同分数分数的加减

运算。 

理解障碍点：障碍点1：对单位“1”

的理解。障碍点2：对分数单位的认识。 

2.2.2深度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感受单位的价值；理解

分数单位；理解单位“1”；理解分数的

意义技能目标：在具体情境中,能找出单

位“1”,说出分数的意义。 

理解目标：分数是在生活度量中不

足1时产生的；单位“1”的含义是变化

的；分数单位和整数、小数的计数单位

是一样的,都是数数的单位。 

2.2.3异质分组,开展活动 

在分组时考虑每个小组的学生在学

习能力、动机、性别、性格及其他重要

的因素上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达成组

内异质和组间同质的状态。这种组间同

质的状态会使得小组与小组之间能够展

开公平的竞争,将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和

团队合作学习的积极性能够深层次的开

发出来,而且小组内成员之间的差异会

增强小组成员之间的协作,尽可能使小

组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到小组活动中,

实现深度学习多主体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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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独立思考,讨论交流 

在分数单位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试

着创造一组分母不同,分子是1的分数,

学生探究交流后发现,当平均分的总份

数即分母确定后,几分之一就是 小的

单位,这样的多个单位能够组成一系列

分母相同的分数。 

3 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3.1引发认知冲突 

“认知冲突”是指学生的原有认知

结构与所学新知识之间出现对立性矛盾

时而感到的疑惑、紧张和不适的状态[1]。

皮亚杰的认识论观点认为,认知发展即

为个体不断打破原有认知结构的平衡从

而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由于认知冲突,

个体需采用同化或顺应两种方式来实现

自我认知结构的优化。同化是将个体面

临新的情境刺激直接纳入原有的认知结

构,顺应则是改变已有认知结构以适应

新的刺激信息。因而在数学教学中,教师

应在学生原有的认知基础上,适时地把

新问题呈现在学生面前,打破学生暂时

的认知平衡,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鼓励

和引导学生聚焦和探究问题,寻求问题

的解决之道,达成深度学习。 

例如在教学片段3中,教材先呈现情

景图,学生自主提出问题——4张黄色纸

平均分给2人,每人分得这些纸的几分之

几(
1

2 )？6张绿色纸平均分给3人呢

(
1

3 )？接着教师不断追问：每份都是2

张,为什么一个用
1

2 表示,另一个用
1

3

表示？通过构造认知冲突形成意外和悬

念,激发学习者的注意力和情绪,能够可

控地创造合意的教育契机。困而知学的

紧张情绪和好奇心,学而解惑的满足感,

会大大减少学习者对意志力的付出,有

利于学习者的深度学习
[2]
。 

3.2注重数学多元表征学习 

数学多元表征学习是基于学生认

知规律,科学利用学生认知规律,组织

引导学生进行数学深度学习的学习方

式。数学多元表征学习的认知心理机制

为：数学学习对象可分为言语信息(符

号、概念等)和非言语信息(图片、情境、

活动等),经由表征性加工(内化),言语

信息以言语码形式进入言语系统,非言

语信息以心象码形式进入非言语系统。

两种信息不仅在各自系统内部建构意

义联系(信息转换),同时也在系统间通

过参照性加工建构意义联系(信息转

译)。 后,学习者再以言语信息和非言

语信息外显出来(外化)[3]。“内化——

联系——外化”构成数学多元表征学习

的核心要素,更是学生数学深度学习的

生态循环系统。 

学习者可能因视角不同将相同非言

语信息转译为不同的言语信息。例如教

学片段2中的图2,有的学生转译成
1

3 ,

即把9颗星星看作单位“1”平均分成3

份,其中1份就是桃子总数的
1

3 ,从份数

的视角进行表征；有的学生则转译成
3

9 ,

即3颗星星占9颗星星的
3

9 ,从个数视角

进行表征。如果让学生根据分数的基本

性质理解,就又属于言语系统内部转换

了。上图中从左往右,按表征方式细分,

依次是面积表征,集合表征和体积表征。

虽然表征方式不唯一,但 终都转化成

将单位“1”平均分成了几份,取了几份

的问题。表征方式的多元化便于学习者

在理解分数概念外延的基础上抽象出分

数的本质特征,实现多维度理解数学概

念。总之,数学多元表征的网络结构、互

换互译、内外循环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深

度发生。 

本文以“分数的意义和性质”为例,

结合上述两种策略在课堂中进行教学。

数学的深度学习对于学生在以后的数学

学习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数学深度学

习任重道远,希望教师不断探索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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