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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新课标，用好新教材
□ 李国强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标”）颁布已两年有余，与新课标相配套

的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在今年秋季开始陆续

投入使用。教师要想用好新教材，前提是深入学习

新课标，准确把握新课标理念。

研读新课标研读新课标。。课标是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

是指导教师教学的指令性文件。

新课标首次明确提出义务教育数学课程要培

养的学生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培养旨在纠正机械

刷题、过分重视学习分数等短视行为，更加关注学

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生核心素养聚焦

“三会”，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眼光、数学思维与数

学语言。

在结构化教学中，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知识结

构，感悟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之间的逻辑关

系，从而深入理解数学本质，促进知识和方法的迁

移，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形成良好的个

性品质。因此，教师应当积极探索并实施结构化

教学。

新课标将小学数学分为三个学段，这有助于教

师根据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

教学活动。在第一学段，由于学生活泼好动，适合开

展游戏化、生活化、形象化的学习活动，这对于做好

幼小衔接工作至关重要；到了第二学段，学生自我

意识逐渐增强，学习内容也日益增多，此时要注重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进入第

三学段，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有所提升，但接触的

知识难度也相应增加，应着重培养他们沉着应对的

学习品质，确保做好小初衔接工作。

用好新教材用好新教材。。鉴于今年秋季仅一年级使用新

教材，这里针对人教版一年级上册小学数学教材，

谈几点想法。

1.注重幼小衔接。新教材增加了“数学游戏”

单元，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悦的入学适应期，激

发他们对小学数学学习的兴趣和期待。教材中提

供的场景和游戏仅作为教学线索，教师应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选择或创新。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师应提

前了解新生在幼儿园的生活经验和数学发展水平。

2.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例如，在“5以内

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单元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体验从

具体实物到数的抽象过程，理解“数”与“数量”的关

系；通过生活情境，认识基数与序数，理解“=”“>”“<”
的含义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的数

感。在“认识立体图形”单元教学中，应通过观察、比

较、搭拼、想象等方法，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3.强化关键概念教学，凸显学科本质。在小学

数学中，10是一个关键概念，教学中要让学生全面

了解10的三重身份：（1）10作为“数数的结果”，是9
的“后继数”；（2）10作为计数单位，凸显“建群”思

想，感悟数位及位值制；（3）10作为20以内数“凑十

法”和“破十法”运算的基础，重视10的加、减法。

4.基于学情，适度开展单元整合。在学生对 1~
10的认识以及加、减法已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有

教师将“5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与“6～10的认

识和加、减法”这两个单元进行重组，这种做法值得

参考。但教师必须明确：单元整合的目的是更有效

地开展教学，而不是单纯为了整合而整合。

尽管新教材今年仅在一年级使用，但预计在未

来几年内将全面铺开。因此，其他年级的教师不能

被动等待新教材，而应主动研读新课标，尝试在现

行教材的教学中贯彻新课标理念，为新课堂注入新

活力，做到以积极、自信的心态，迎接新教材，应对

新挑战。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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