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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重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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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应关注学生的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的实质也是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人文精神主要包括：数学学科的深厚情结、数学教学的生活化和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小学数学

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生主体能动性受忽视、学科情感受影响和课堂教学远离生活。多方位认

识数学、培养学生数学情结，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促进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和延伸数学课堂、引导学生走向生活是小学数学

教学中人文精神回归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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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内涵由三个不同的层次构成：“人性、理性和超越性。简而言之就是关心人，尤其关心

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尊重人作为精神而存在的价值。”［１］数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共同语言，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建构［２］。本文小学数学中的人文精神主要

是指：数学学科深厚情感、数学教学生活化和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数学在其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展现出来

的文化精神，也在不断变革着数学自身的纯粹科学形象。数学不仅是一种科学现象，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文化现象；数学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普遍特征，而且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社会学意义和人文精神［３］。

１　小学数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征
素质教育提倡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尤其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课堂教学更应该坚持“以人为

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数学学科的深厚情结、数学教学的生活化和学

生的主体能动性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蕴含着人文精神的和谐氛围。

１．１　数学学科的深厚情结
小学数学教学融入深厚的人文精神会增加学生对数学深层次的热爱。学生对数学有深厚的情结，

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感情在数学课上，身心会得到良好发展。例如，在教授学生九九乘法运算时，运

用多元教学方法会使学生爱上数学。首先，让学生背下乘法口诀并加以运用。九九乘法口诀背会之后，

去做基本的乘法练习，学生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再者，从历史的角度教授乘法口诀

的历史来源。从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到现在，九九乘法表存在了三千多年，是古代世界最短的乘法表［４］。

九九乘法口诀给儿童的学习带来了很多便利。最后，传授学生乘法口诀中包含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结晶。学生会欣赏古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佩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数学课中包含着深深的

人文情怀，在领悟中凸显数学的魅力。

１．２　数学教学的生活化
数学教学的生活化使学生直接体验学习，能够更加形象的理解课堂中的数学。根据小学生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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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学生对形象事物的理解会优于抽象事物的理解，数学教学的生活化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例

如，带学生去超市购物，使其感受到数学课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针对学生这次超市购物，把在超市购

物中运用到的数学知识罗列出来，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

对于这次超市购物，让学生写篇作文“我的数学故事之分享”。组织班会，让每个同学讲授我生活中的

数学故事和数学趣事。通过数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融合，使学生慢慢地领会到数学课程在其它方面的

应用，在实践中凸显数学课程的用途。

１．３　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尊重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引导学生发现数学的无限魅力。尊重学生主体能动性体现以生为本，蕴含

深厚的人文情怀。小学数学中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鼓励学生积极探讨和引导学生

发现数学之美。一方面，鼓励学生积极探讨。教师带学生去花园欣赏美景，在观察花瓣时首先引导学生

数几个花瓣，在数的过程中学生认识了数字，学会了加法运算。鼓励学生主动探索花园中蕴含着的数学

知识，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下教学实践中实现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

面，引导学生发现数学之美。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带学生去旅游。师生欣赏草原上生命的诞生，种

子破土而出，渐渐长成参天大树，枝条的变化包含着数学数列的奥秘；师生在欣赏长城、故宫和金字塔等

名胜古迹时，会潜移默化感受到数学之美。

２　小学数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缺乏
２．１　学生主体能动性受忽视

教师输出知识的单一性和知识展示方式的单调性影响了学生主体创造性的培养。一方面，教师输

出知识的单一性。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主要以讲授为主。９３．７％的教师几乎在每节课或大多数课上采
用讲授法。其中，基本每节课都会使用讲授法的教师超过半数，６３．９％教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授着数
学课本内容，缺乏互动和交流［５］。讲授的方式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最有效的途径，师生之间的互动、

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在客观上受限。另一方面，知识展示方式的单调性。在给五年级学生讲授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时，采用讲授式方法，大部分学生能掌握类似运算。但由于学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小部分

学生不能很快理解和掌握此类运算，单一的集中讲授制并不能满足小部分的需求。这类学生处于前运

算阶段，对于抽象事物难以理解，教师可以针对性利用具体实物进行形象教授，以便学生直接理解。

２．２　学科情感受影响

图１　一年级数学试题

教学评价思路的唯一性和欣赏数学艺术意

识的薄弱性影响了学生对数学学科的人文情感。

一方面，教学评价思路的唯一性。现阶段基础教

育考试都是标准化考试，很多情况下与标准答案

不一致就会判为零分，以分数衡量学生的优异，

学生不敢拿自己的分数开玩笑。图 １为小学一
年级一道数学题，小学生答案为“４－３＝１”被判为零分，原因是标准答案为“１＋３＝４”。仔细想想图中
表述，“４－３＝１”也是合理的。不同的视角，多样的思路，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学生按照另外一种思路
解题被判为零分，很可能影响学生学习数学学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欣赏数学艺术意识的薄弱性。教

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在宣导数学之美方面有所缺乏。学生对学科的欣赏度决定其投入度，在缺乏数学美

感的课堂中成长会使部分学生内心扭曲，人文精神在部分学生成长中并未得到实现。

２．３　课堂教学远离生活
部分教师盲目追求数学学习成绩，大多数教师授课内容与考试内容基本一致，使教学远离生活。一

方面，部分教师盲目追求学生数学成绩。教师的升职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在基础教

育中，有些教师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盲目追求学业成绩，阻止学生看课外书籍和参加课外活动。很多

学生在没有课外书籍和活动的熏陶下，成了考试成绩的工具。另一方面，大多数教师教授内容与考试内

２１



第６期 程珍珍，等：小学数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重塑

容基本一致。调查显示，８９．７％的教师同意或完全同意自己所教学科的重要考试与课程标准的要求一
致［５］。师生为考试而努力，人文精神在数学教学中被忽视。没有人文精神的数学教育是残缺的教育，

是没有灵魂的教育。

３　人文精神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塑
３．１　多方位认识数学，培养学生数学情结

第一，发掘数学人文精神。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与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交流，树立

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认识社会、人生和现实，培养学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尖锐敏感的批

判精神和新颖多样的创造思维。例如，小学生在认识自然数时，可以借用《道德经》中的知识让学生从

另一角度认识自然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小学生对于数字的来源通俗易懂，对古代人

们的智慧油然钦佩。第二，欣赏数学之美。把数学当成一门艺术，发现数学的美，会对数学投入更多的

情感。例如，认识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长与宽时，让学生观察不同长宽的图形，选出最美的图案。引导学

生思考图案的美丽与哪些因素有关，学生会感受到长与宽的魅力。数学课本里承载着很多的深厚思想

和文化底蕴，从入学的那一天起，学生每天都与数学接触，实现着人与数学之间的内在交流。

３．２　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促进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合理的评价方式能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评价方式有以

下几种：第一，学生自评。学生自己评价自己的学业，对学习成绩进行自评。对于小学一年级学生从数

学基础知识掌握、数学情感投入、数学活动的参与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价。第二，成长记录袋。最终期末

成绩并不能代表学生的真才实学，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学生的真实体现。成长记录袋的实施会促进学

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每一节课都记录了学生的成长进步，让学生享受数学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第三，

学生互评。学生之间互评会促进学生关爱他人，相互帮助。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会帮助后进生提高成

绩，拉近同学之间的关系；学习中等的学生会走进优异生和后进生，提高中等生的积极性；后进生会发挥

自身其他方面的特长，服务更多的学生。

３．３　延伸数学课堂，引导学生走向生活
第一，从观念上重新认识数学学习。学生一定要融入场景，融入情景，自己是情境中的一员，带着个

人经验、批判的眼光和主观的情感走进课堂，走进知识，用心与教师和知识沟通。正如德里达所言，为理

解一个文本，人们必须往返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已写出的”和“未写出的”之间，人们必须既能

阅读一个文本所写出的内容，又能阅读文本未写出的内容［６］３５１。例如，在教授学生数列时，可以通过欣

赏大自然创造的奇观来教授。花瓣的数量、枝条的数量、向日葵的数量等都符合数列的规律。浓浓的人

文情怀，师生共同打造，彼此拥有。第二，从行为上改变学习方式。数学知识的教授不仅在数学课堂，也

可以走进在自然，感受到数学在自然中的无限魅力。数学的教授过程就是把存于自然界中的人文知识

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数学知识和获取这些知识的方法，还可以体会到人们在获取知识

和方法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在这个教授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数学知识，更学会了为人处事。小学

数学课程走进生活，学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会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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