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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就是“代表”“表示”和“象
征”等意思，就是用某种形式将实物的
特征表达出来。一般来说，表征可以分
为外在表征（如文字、图形、具体物、情
境等）和内在心理表征。认知心理学认
为，表征在学生学习知识、理解知识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南京大学哲学系郑
毓信教授认为，“数学地看待世界、解决
问题”可被看成数学素养的显性表现。
在数学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表征，帮
助学生学会思维，让学生逐步学会想得
全面、清晰、深刻、合理等，能赋予学生
数学学习自然生长的力量。

襛 一、多元表征，促进学生的知识
建构

学生的数学学习，首先就是知识的
建构。“多元表征”无疑会成为学生数学
知识建构的脚手架，成为发展学生数学
素养的重要路径。常见的数学知识表
征，一般可分为动作表征、表象表征与
符号表征等。借助于外在的实物、模型、
图像、符号等，促进学生的内在心理编
码。比如语言表达可以催生学生的言语
码，图形、图像等的数形结合教学可以
生成学生的心像码，而对数学知识的关
联性教学，可以生成学生的心理整合

码等。
教学《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多种不同的表征
来建构知识。比如对于理解长方形周长
比较困难的学生，教师可以提供具有齐
性特质的小棒，引导学生摆出一个长方
形。在摆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能形成长
方形周长的表象，认识到周长的本质。
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画长方形，让学
生能直观感知、直观感受、体验长方形
的周长。在引导学生建构长方形周长公
式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循序渐进，引导
学生逐步抽象，从“长+宽+长+宽”再到
“两个长+两个宽”，再到“长与宽的和的
2倍”。在动作表征、图像表征、文字表征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用符号进行表达，
从而发展学生的符号表征思维。不仅如
此，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在不同的表征之
间进行转换。如此，学生就能感受、体验
到数学符号表征的简洁性、优越性。

知识建构是学生数学学习的根基，
多元表征，能优化知识建构的学习样
态，让学生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方法
进行学习。多元表征，一方面能彰显数
学知识的内涵，赋予数学知识意义；另
一方面能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
的多种感官协同活动，从而增进学生对
知识的感受、体验，深化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

襛 二、多元表征，促进学生的技能
完善

学生的数学学习，不仅仅是“知识
学习”，更是“技能学习”。小学数学学习
中的技能是多样的，既包括画图、操作
等外显的操作技能，也包括方法、策略
等内隐的思考技能等。在数学教学中，
教师要放手让学生探究，引导学生用自
己的方式投入数学学习之中。在数学教
学中，重要的是让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
形成过程。

比如教学《因数和倍数》这部分内
容，过去，许多教师往往从乘法算式以
及除法算式开始，引导学生建立“因数”
“倍数”的概念。这样的教学，学生感受、
体验不充分、不到位。为了深化学生的
认知，笔者认为应当引导学生经历抽象、
提炼、概括因数、倍数的全过程。通过引
导学生用小正方形搭建长方形，引导学
生认识“因数和倍数是相辅相成的”“一
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因数，那另一个数就
是这个数的倍数”。在摆的过程中学生
还发现，用同样的 12个小正方形还可以
摆成不同形状的长方形。那么，12个小
正方形一共可以摆成多少个不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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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图形，并且通过对折一个普通的
平行四边形进行实验确证；有学生认
为，平行四边形是轴对称图形，同样也
借助对折一个特殊的平行四边形（如菱
形）进行实验确证。对立的两方，都用自
己的实验方式对相关的图形进行实践，
从而形成了令人信服的数学结论。在实
践交流中，学生对平行四边形的轴对称
性有了辩证性的认识，即一般的平行四
边形不是轴对称图形，而特殊的平行四
边形如长方形、菱形、正方形等是轴对
称图形。

在数学教学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学生模糊的数学
认知变得清晰了、肤浅的数学认知变得
深刻了。在实践中，学生不仅动手做，更
动脑想、动眼观察。通过层层深入地实
践、剖析，再实践、再剖析，将学生的数
学学习向纵深处推进。如果学生通过实
践，认识还没有走向深刻，就必须针对
实践的疑点、盲点等进行交流，从而让
学生的数学认识走向睿智和深刻。

襛 三、反思知识“味点”：引导整理
性数学活动

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不仅包括实
践性、探究性活动，而且包括整理性活
动。实践不是学习的终结，实践只是学
生数学学习的一个阶段。在数学学习
中，学生对某些知识的认识可能还比较
模糊，这就需要反思、反刍知识的形成
过程，就需要反省数学的思想方法。教
学中，教师有必要回顾知识的学习历
程，助推学生对已有知识、已学知识等
进行整理，以激活学生的数学高阶思
维，培育学生的数学素养。

比如教学《运算律》（苏教版四下）
后，笔者发现，有学生只是一味地练习，
对一些运算律没能有意识地自觉运用，
或者运用时常常张冠李戴。基于此，笔
者引导学生整理、反思：交换律有怎样
的特点？结合律有怎样的特点？分配律
又有怎样的特点？通过问题，引发学生
对运算律进行重新审视，尤其审视它们
独特的地方。通过整理、反思，学生对各
种运算律进行品味：加法交换律和乘法
交换律中也可以出现减法、除法，但在

交换的时候要连同前面的符号一起进
行交换，改变的是数字顺序；加法结合
律和乘法结合律中只有清一色的加法、
乘法，改变的是计算顺序；而乘法分配
律中既有加法或减法，同时又有乘法。
通过整理，深化学生对运算律的认识、
理解。反思知识“味点”，不仅要对数学
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一般性回顾、重
复，更要深究数学知识的本质、思路、策
略、思想、方法等。作为教师，要不失时
机地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品味、整理，促
进学生对知识进行反思，从而让学生的
数学学习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无意转向
自觉。

建构学生数学学习的有效支点，能
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深度发生。作为教
师，要站在学生“学的立场”上思考问
题，从学生数学素养发展视角去设计教
学，通过数学探究、辨析和整理，帮助学
生逐步生长数学智慧。教学中，教师要
有意识地减少指导成分，让学生自主探
究、独立发现。如此，将生成、发现和探
究的责任向学生转移，抵达“教是为了
不教”的最高境界。

的长方形呢？学生一边操作、一边思考，
从而不仅能找出一个数的因数，而且能
逐步有序地找出一个数的所有因数。如
此，在建构数学知识的过程中，促进了
学生数学技能的完善。学生的数学学习
过程不仅仅成为一种认知的过程，更是
一种生命实践的活动过程。

在数学学习中，有学生擅长画图，
有学生擅长操作，还有学生擅长直观想
象。不同的学生，其认知风格是不同的，
其所表现出的技能水平、技能操作倾向
等也会有所不同。作为教师，应当尊重
学生的操作，引领学生的操作，让学生
的操作技能在探索数学知识的过程中
获得多元生长。

襛 三、多元表征：促进学生的思维
提升

学生的数学学习，归根结底是发展
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学生的思维力是
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
认为，任何表征都能表达部分但不是全
部信息，都能凸显其中一部分信息而隐

藏另一部分信息。因而单一的表征是不
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的，而多元
表征则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性面貌。多元
表征，能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提升。一
方面，多元表征能让学生的数学思维走
向丰富，另一方面，多元表征能让学生
的数学思维走向深刻。

比如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一）》，
有教师认为，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分数，
因而对分数的概念学习是零起点，其实
不然。尽管分数是一个抽象的、复杂的
概念，但学生还是有着丰富的前概念背
景的。有学生是听到爸爸妈妈说的，如
“半个”“一半”；有学生是阅读的数学课
外书上的……尽管学生只是模模糊糊
地有一些认知，但这些认知却是学生分
数学习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
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生成的分数概念不
太科学，有的甚至存在着错误。作为教
师，要充分运用学生前概念中有意义的
部分，促进学生的认知。笔者在教学中
引导学生尝试对分数进行表征，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表示“二分之一”，结果学生

的表征多种多样，如有学生将长方形、
圆形、平行四边形、等腰三角形等平均
分成 2份，表示其中的一份。在学生表
征的基础上，笔者引导学生进行概括。
学生在消除形状、位置、大小等非本质
属性后，抽象出了“平均分的份数”和
“表示的份数”等关于分数的本质属性。
学生认识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图形、形
体等，只要平均分成相同的份数，所表
示的分数就是相同的。在比较、抽象、概
括各种表征之后，学生抓住了分数的意
义的本质，逐步建构起分数的模型。

理性的数学化、形式化的思考，是
建立在感性操作、观察等外在表征层面
上的。在数学教学中，多元表征有助于
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内省、自悟，从而发
展、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的数
学学习力自然生成，让学生的数学核心
素养不断发展。通过多元表征，引导学
生建构数学知识，发展操作技能，提升
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的数学学习能
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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