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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有赖于教师对课程的认识和开发，无论我们是将课程视为“预成的学科”
“预期的计划⋯‘行动的目标”，还是理解为“应获得的经验”“法定文化”以及“师生间的对话”
，若缺少了有自觉性的、有理想的教师，所有的课程定义都将毫无意义。
　　课程改革赋予了教师太多的任务，从课程的实施者、操作者、控制者到课程的开发者、研究者、
指导者，从过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到如今关心学生的健全发展，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遇到的难题
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此次课程改革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教学创新平台，而且还为教师创设了诸多的发展
途径。
“改变”成了课程改革最核心的理念。
对课程、目标、教材、教授、学习、评价和资源的认识，对设计、过程、方法、手段和生成的理解，
一切都在三改”中变化。
虽然我们还有诸多的理论问题要解决，也有诸多的实验困惑，但是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们已在“
改变”之中，并且教师在其中正在积蓄自信力，学生在其中正在活跃精气神，课堂在其中正在复发生
命力。
我们看到，教师们开始亲近教与学的理论，学生越来越习惯自主的学习，课堂也向民主化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
是啊，既然要“改变”，就不能求一瞬间的完美，“改变”是课程改革无休止的努力！
已然在“改变”，就不是无望中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发展的无限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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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数学教学应该给孩子留下什么？
毋庸质疑，留下的是数学的思考方式、数学的思想方法，浸润的是对数学学习的热爱以及对数学的积
极态度。
数学教师需要怎样的底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把握数学本质+研究学生=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我们坚定的信念。
基于此，《小学数学课堂的有效教学》以发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真实故事为载体，阐述了数学的核心概
念与基本技能有哪些、怎么教？
小学阶段能够渗透的数学的思想方法有哪些、怎么教？
学生研究的切入点是什么？
怎样研究学生？
每个故事都有其特定的主题、细节，还有多角度的分析和诠释。
它们都是真实的，都是对当前小学数学教学的本质思考。
它们可能不是灵丹妙药，但给予我们思考问题的视角，给予我们对“问题”深入追问下去的勇气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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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然数的意义与“十进位值制”　　基数　　序数　　计数单位　　进位制与位值制　
　印度-阿拉伯十进位值制记数系统　　儿童对自然数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与人类对自然数概念的认识走
过了几乎相同的道路，了解人类自然数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能更好地实施有效教学。
　　一、远古时期人类自然数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自然数的概念和计数方法远在有文字以前就
发展起来了，我们有理由说人类在最原始的时代就有了数量数（基数）的意识，至少在为数不多（例
如小于5个）的一些物品中增加几个或者从中拿走几个时能够辨认其多寡，这一点在两岁多的儿童中
也非常明显。
　　由于没有文字以及记载文字的材料，在原始时期人类到底是如何认识数的，我们现在只能进行猜
测，一般说来，人类自然数概念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数——集合的质”的阶段　　原始人首先有了“集合”的概念，例如天空的星星，自己部落
的人，获取的猎物等，至于所了解的集合有多少个元素，则不太清楚，他们对集合元素的了解是通过
对元素的“质”的特征了解的。
例如，原始人打猎时带着猎狗，他们虽然不知道所带的猎狗到底有多少只，但如果丢了一只他们还是
知道的，他的“知道”是通过狗的颜色、皮毛、大小等特征了解的，而不是狗的数量。
人类对“集合”概念（尤其“相等”“大于”“小于”等概念）的形成早于“数”概念的形成。
即使没有“数”的概念，人类仍然可以进行大小、多少的比较，但“数”概念还没有抽象出来，更没
有专门的名词与之对应。
　　2.手算阶段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不仅需要认识集合，而且还要能再现它们，这时就
出现了所谓的手算。
原始的计数方法是使用“算筹”以一一对应的原则进行的，“算筹”先是人的手指、脚趾或者身体的
其他部分器官。
例如，每有一只羊就扳一个手指头，人体曾被当作计数的工具，是计数的标准集合。
随着数量的增加，手指等人体器官不够用了，人们就用石头、木棍等，或者在绳子上打结，在石头、
木头上画“道道”。
　　3.群的计数阶段　　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物体开始聚集为一定的集合，构成一群。
例如，筐子——每10个一堆，椰果——每100个一堆，并给它们特殊的名称，如“十”“打”“箩”，
但还没有专门的数量词称呼这些具体的数目。
但也不是所有这样的集合都有特殊的名称，有特殊名称的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群”。
这时“数”还没有从对象中抽象出来，但人们已经意识到某个集合的“数量”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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