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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如何研读教材
□ 贾随军

经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的义

务教育数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材”），旨在体现国

家意志，传播主流文化与价值观。教材作为课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

作用。教材编写者期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能够基

于个人理解，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但教师在使用教

材的过程中要警惕为追求“创新”而进行的随意改

编。如何避免对教材的随意改编，并尽可能创造性

地使用教材呢？这或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众

多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教师研读教材可以从内

容与方式两个角度展开。

从阅读内容的角度来看。首先，教材的研读需

要关注主题的构成及其目标体系。在我国的数学

教材中，主题的构成是显性呈现的，而主题及相关

内容的学习目标往往没有显性呈现。因此，教师需

结合课程标准、教师教学用书以及主题在教材中的

具体呈现，来明确主题及相关内容的教学目标。其

次，教材的研读还应关注教学方法或策略。这些方

法或策略往往隐含在教材的提示语或提问中，需要

教师通过仔细阅读进行挖掘。例如，在人教版教材

“9加几”中，小亮提出了“凑十法”的加法策略，随

后教材提供了提示语：“请用小棒把小亮的方法摆

出来。”教材意在通过此提示语启发学生通过动手

操作来体验“凑十法”的合理性，并为深入理解“凑

十法”的算理打下基础。又如，在人教版教材“5、4、
3、2加几”中，教材呈现了提问：“你是怎样计算

的？”“你发现了什么？”这些提问旨在促进教材、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材设计者期望教师与学生

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生成新的教学资源，以丰富课

堂教学内容。因此，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提供交流与

讨论的机会，让学生进行充分的解释与推理，从而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算理和运算性质。

从阅读方式的角度来看。教师必须注重教材

的结构化研读，具体包括纵向的结构化研读和横向

的结构化研读。纵向的结构化研读建议教师以“承

上启下”为阅读路径，不仅要研读为某一主题奠定

认知基础的“承上”主题，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及最

近发展区，还要研读与这一主题紧密关联的“启下”

主题，进一步厘清这一主题的核心概念及其后续发

展，从而在教学中确保学生形成知识之间相互关联

的知识结构。所谓横向的结构化研读指的是教材

研读必须与课程标准、教师教学用书、其他版本的

教材甚至其他学科的教材等教学资料相整合的研

读。教师对教材中所承载的教学目标、教学方式的

理解是否到位，可通过研读课程标准与教师教学用

书以及其他版本教材进行审视与自我反思，以确保

在教学设计中教学目标的定位及教学方式的选择

是合理的。当然，如果要进行跨学科的项目化学习

或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就还要研读

其他学科的教材。

总之，教材承担着传递文化知识和提供教学

支持的双重职能。教师在研读教材时，一方面应

关注其主题构成及目标体系，以确保文化知识的

有效传递，另一方面应关注教材所蕴含的教学方

法或策略，以发挥其教学支持的作用。为了促进

学生的意义学习、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并适应单元整体教学、跨学科主题教学等教学理

念的要求，教师有必要对教材进行纵向与横向的

结构化研读。

（浙江外国语学院）

1



小学版

学术支持单位

浙江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分会

定 价 10.00元

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ISSN 1671-704X
CN 33-1280/G4

刊 号

▲卷 首 语

1 教师应该如何研读教材 贾随军

▲专 题 研 究

素养导向教学改革

4 相对性眼光的“重组”功能 郜舒竹

▲教 改 前 沿

9 小学“数量关系”主题的教学探析：早期代数思维的视角

刘 凤 杨豫晖

▲本 期 话 题

【小学数学“五育融合”的实践研究】

15 小学数学“五育融合”的内涵理解和教学探析 仲崇恒

20 指向“五育融合”的小学数学儿童化情境创设

——以苏教版新教材为例 仇燕萍

24 以跨学科学习推进小学数学“五育融合”

——以“土圭之法的故事”教学为例 朱向明

▲备 课 之 窗

好课多磨

28 定准支点、聚焦着力点，让基于学生立场的教学真实发生

——人教版教材《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一课的磨课经历与

思考 郎卫国

▲课 堂 新 探

32 结构化视域下小学数学单元主题拓展课程的开发 汪国祥

主管 主办 浙江外国语学院

出 版 《教学月刊·小学版》编辑部

社长 总编 陈永华

副社长副总编 谢雅琴

主 编 陈永华

执行主编 邢佳立

编 辑 王永锋 唐婉琳 赵 叶

邵平阳 缪锦瑞

特约审稿 朱乐平

投稿邮箱 xiaoxuebansx@jxyk.com
网 址 jxyk.zisu.edu.cn



36 单元整体教学要立足讲好“完整的学习故事”

——以“三角形”单元为例 王丽云 颜丽函

▲观 点 主 张

观点直播

40 小学数学跨学科主题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以“欢乐购物街”为例 吕立峰

44 小学数学学科实践的特征、标准及实现路径 陈选峰 王颖婷

49 数学抽象能力的表现水平划分与进阶条件探索

——以“长方形面积公式”抽象为例

任敏龙 吴 胜 王嘉欣

▲评 价 研 究

54 基于教材题材 设计主题作业

——以《圆的周长》课后作业设计为例

张雪芬 邵光华

58 素养立意·关注能力：小学数学学业质量监测命题的编制策略

潘慧敏

▲教 海 拾 贝

63 关注问题厚度 提升学习深度

——数学教学中提高问题效能的几点思考 张翼文

教学月刊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教学月刊·小学版》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教学月刊·小学版》
（数学）邮政订阅二维码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99号
邮编：310023
电话：0571-88213111

88210809（编辑部）

88846561（发行部）

发行：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32-152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杭西市管广发G-002
印刷：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本刊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生产部

联系（电话：0571-22805887）。

2025.3数学

（总第728期）

声 明
1.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

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
本刊已许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数据库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域出
版平台、维普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
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文。如无特殊说明，所有署名作者
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本刊享有以
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电子
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
端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使用或
授权使用作品的权益。本刊以各种
形式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著作权
使用费。

2.本刊依照法规向作者支付稿
酬，因故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时，敬
请作者及时联系我们。

3.凡向本刊投稿者，均应对其
作品内容的合法性负责，并保证作
品的原创性，保证作品不含有抄袭、
剽窃他人智力成果等侵权内容。

4.未经本刊同意，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本刊刊发的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