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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儿童数学学习的关注中，大家都一直在寻找适切儿童生命发展的数学教育的通道。 当我们在数学视野与育人

视界的对接中寻找土壤，在数学思维和数学思想的共生中确立维度之时，就会发现小学数学建模教学也许就是其中一

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我们研究的数学建模应该是广义上的数学建模，应该基于儿童文化和数学本质观照下的视野，聚

焦数学本质和数学意义的把握，立足儿童数学能力和数学素养的提升，促进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育人模式的改变。
研究表明，在数学建模与儿童发展的推进中，至少会引起以下三方面的改变：
数学建模，促进结构性理解。 数学建模教学，能从数学知识结构和儿童的数学认知结构出发设计和组织教学，以

完善和发展儿童原有的数学认知结构为目的。 即教师从数学知识体系高度“结构化”的特点和儿童认知结构的形成、
发展规律出发，站在整体、系统和结构的高度把握和处理教材，引导儿童充分感受和把握数学的知识结构和方法结

构，体验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如在概念、性质、法则等教学中，突出建立模型的过程，从现实原型出发，运用

观察、实验、分析等方法，舍弃具体的非本质属性，把原型问题抽象成纯数学结构，充分展现数学模型的构造过程，使

儿童熟悉和掌握数学模型的构建过程，感受到数学建模对理解和解决数学问题、掌握数学知识的优越性，进而完善

和发展儿童的数学认知结构。
数学建模，促进自主性建构。 数学模型是数学知识与数学应用之间的桥梁，通过数学建模，在我们的课堂内外增

加一些有生活背景的实际问题，在对这些实际问题的探索中，让儿童领悟数学思想方法，使儿童理解运用数学概念

方法，组织正确的逻辑推理，而且也会组织、解释、选择、分析和处理信息；能从模糊的实际问题中形成相应的数学问

题，会选择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用数学的符号和语言进行正确的表达和交流。 数学建模让儿童在问题、挑

战、挫折、取胜的交替体验中，在选择、判断、协作、交流的轮换操作中经历一个个学、用知识的过程,进而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建立模型、解释拓展应用，走向新的学、用知识的过程。 数学建模学习让儿童做数学、“创造”数学、交流数学、
应用数学、感悟数学，拥有数学的独特气质，使儿童理解数学的价值并学会运用建模的思想、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

察、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去解决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
数学建模，促进内生性生长。 儿童文化观照下的数学建模学习，不仅是学习方式的改变，更是育人模式的变化。

在教学中，一方面教师善于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建模思想，善于找到数学思想的“源”，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建模教

学，使“建模教学”充满活力，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另一方面将数学与生活对接，善于激发儿童创造的“场”，培养儿童

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中选取研究主题，以探究的方式主动地

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数学建模。 让数学建模学习真正成为儿童自主的“学”，自主地探究，自主地创造。 让

儿童在数学建模学习过程中，凭借数学知识的授受、数学能力的训练、数学方法的渗透、数学思想的交流，由表入里、
由末至本，让数学内在的理性精神以一种可以触摸、可以表达、可以分享的方式，让孩子感悟，体验到活泼的智慧操

练、深切的情意投入、真挚的关爱互助和完整的人格涵育，让精神在他们身上发生、滋养、成熟并转化为他们今后认

识世界的不竭的力量源泉。
当然，儿童文化观照下的数学建模，重要的不是数学建模的完整过程，不是问题解决本身。 那些与实际联系不

当，不顾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不顾儿童的年龄特点，超越儿童的接受能力，不考虑教学效果，一味追求“模型化”的

做法，有违“建模教学”的初衷，应该摒弃。 儿童文化观照下的数学建模，是基于儿童、为了儿童，基于数学、为了数学，
基于生活、着眼发展的数学建模，重要的是要让儿童有数学建模的意识，有数学建模的思想，重要的让儿童是有系统

化的思想、有数学化的眼光、有自主性的创造！ 每一堂数学课我们都是为孩子的一辈子做准备的，而不是为一个知识

点做准备的，所以在你的眼里就应该有学生的生命成长，也应该有数学素养、数学思考、数学思想、数学建模，还应该

有对数学以外的关注。 这样，系统论视野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才能承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数学建模，让数学生长在儿童生活领域之中，使数学学习更富有情趣和意义，让数学课堂充满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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