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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概念数学概念数学概念数学概念的地位的地位的地位的地位

• 什么是数学概念
• 数学数学数学数学概念一种基本数学知识概念一种基本数学知识概念一种基本数学知识概念一种基本数学知识，，，，反映反映反映反映客观事物在数量关客观事物在数量关客观事物在数量关客观事物在数量关

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本质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本质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本质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本质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 数学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在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数学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在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数学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在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上的数学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在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上的
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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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脑科学证据，数学概念分为三种:

• 数概念

• 代数概念

• 几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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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基本的数学能力

• 计算流畅性（记忆）与计算

• 数学概念

• 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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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和解答应用题能力的计算能力和解答应用题能力的计算能力和解答应用题能力的计算能力和解答应用题能力的培养培养培养培养，，，，是以是以是以是以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教学教学教学教学为基础的为基础的为基础的为基础的。。。。

2. 小学概念教学的基本现状

• 数学概念探究课大体存在两种倾向：

• 一种是只注重知识的来龙去脉的完整探究,而不关注

学生认知发展,探究过程“原始”而“烦琐”，“什

么都要算一算,量一量”；

• 另一种是“去数学化”的探究,注重学生动手,讨论,

情景设置等外部探究活动,忽略了数学本身的内在本

质特点，结果探究归探究,数学归数学,二者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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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分数”概念的教学中

• 对平均分的处理：

• 数学化的平均分(如对折)

• 生活中的平均分（以估算为基础）

• 吃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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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教学的一般过程

(1)(1)(1)(1)、、、、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引入引入引入引入：：：：以以以以生活情境和已有数学知识生活情境和已有数学知识生活情境和已有数学知识生活情境和已有数学知识为为为为基础基础基础基础

((((2)2)2)2)、、、、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形成形成形成形成：：：：解读解读解读解读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兼顾兼顾兼顾兼顾内涵与内涵与内涵与内涵与外延外延外延外延

(3)(3)(3)(3)、、、、概念概念概念概念深化深化深化深化：：：：建立概念体系建立概念体系建立概念体系建立概念体系、、、、应用概念应用概念应用概念应用概念

（1）、概念引入

• 从从从从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引入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引入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引入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引入

• 在学习四年级“生活中的负数”概念，学生头脑中关
于负数“原型”是多样的：电梯中的地下层、存折中
的取款、股票中的跌势……这些原型生活化，对学生
理解和掌握概念起着重要作用。

• 人们经常认为人们经常认为人们经常认为人们经常认为，，，，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小学小学小学小学生才需要具体事例生才需要具体事例生才需要具体事例生才需要具体事例，，，，其实其实其实其实，，，，
所以阶段的所有学习过程都需要生活经验的支持所以阶段的所有学习过程都需要生活经验的支持所以阶段的所有学习过程都需要生活经验的支持所以阶段的所有学习过程都需要生活经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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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思维活跃，对有兴趣的问题会积极思考，利用
这一方面，教师可以建立情境然后提出疑问引导学生
对所学概念有初步认识。例如，“体积”概念的学习，
可以拿来一杯水，然后往杯中扔个石子，让学生思考
为什么石子丢入杯中会有水溢出，这样学生对石块占
了水的空间有了感性认识从而引出“体积”，情境建
设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更能够培养学生通过观
察提出问题的好习惯。

• 从从从从已已已已有数学知识中的问题引入有数学知识中的问题引入有数学知识中的问题引入有数学知识中的问题引入

• 数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中高年纪的概念学习
可以通过之前的基础知识引入，在学习“质数与合数”这
一概念时可以通过回忆约数的概念来开展，让学生观察1，
2，6，7，8，11，12， 15 的所有约数，给出一个分类，
从而引出质数与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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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概念不便于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而通过计算才能
揭示数与形的本质属性。如: 循环小数的概念可通过
10÷3= 3. 3333⋯⋯和70. 7÷33= 2.4242⋯⋯ 两个

计算引入, 倒数的概念可通过(1/5) ×5= 1 及(2/7) 
× (7/2)= 1 引入。

（2）、概念概念概念概念的形成的形成的形成的形成

• A. 名称、定义（内涵）和样例（外延）

• 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
的总和；

• 外延是指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者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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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需要有准确的名称

4-2=2

4+2=6

4x6=24

B. 突出样例的变式教学

• 运用表面特征或者非本质特征尽量不同的样例

• 梯形梯形梯形梯形的的的的高高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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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跷跷板游戏是平移还是旋转？

• 教学结束后有2/3说是旋转，1/3说是平移

这是四边形吗？

• 2/3 的学生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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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本质属性要变换表达方式去理解概念

• 为使学生真正理解概念, 有时需从不同角度揭
示概念的本质属性。可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
语言去描述, 或用不同的方法表达, 用不同的
图形去演示。例如：

• 最简分数可说成分子分母是互质数的分数, 也可说成
分子分母只有公约数1 的分数。

• 等边三角形除了用“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定义外, 
还可以用三个角都相等, 三个角都等于60 度, 顶角
是60 度的等腰三角形表述方式来揭示它的本质属性。
使学生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概念。

• D. 突出对概念的知觉

• 引入引入引入引入““““千克千克千克千克””””和和和和““““克克克克””””，，，，有两种方法去知觉有两种方法去知觉有两种方法去知觉有两种方法去知觉：：：：实物实物实物实物称称称称
重和掂量的方法重和掂量的方法重和掂量的方法重和掂量的方法，，，，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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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念深化

• 数学知识有很强的系统性, 许多概念之间都是相互联
系的, 形成一定的知识系统。概念教学也要贯彻系统
性的原则, 学完一类概念后, 要进行知识串联, 把新
概念纳入某一部分的系统中去理解。

• 例如：长方形、正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都是四边
形，但是他们又相互区别。老师在教学完梯形之后，
要对四种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四边形进行分析比较，从
而加深学生对四种四边形的理解。

• 例如，我们在教学“众数”后，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
题情境：有一家公司，经理的月工资是8000 元，2 
个部门主管每人的月工资是5000 元，10 个工人每人
的月工资是1500 元，你要选择用平均数、中位数、
还是众数来反映这个公司员工的月工资水平，并说明
理由。

• “A 路车、B 路车第一次在5：00 同时发车，A路车3 
分钟发一班，B 路车4 分钟发一班，何时第二次同时
发车？”；需要运用最小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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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种常见的概念教学模式几种常见的概念教学模式几种常见的概念教学模式几种常见的概念教学模式

（（（（1111））））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同化教学同化教学同化教学同化教学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操作过程操作过程操作过程操作过程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①①①① 呈现呈现呈现呈现概念概念概念概念。。。。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给出定义给出定义给出定义给出定义、、、、名称和符名称和符名称和符名称和符
号号号号;;;;

②②②② 解析概念解析概念解析概念解析概念外延外延外延外延。。。。对概念进行特殊分类对概念进行特殊分类对概念进行特殊分类对概念进行特殊分类,,,,揭示概念的外延揭示概念的外延揭示概念的外延揭示概念的外延;;;;

③③③③ 解析解析解析解析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内涵内涵内涵内涵。。。。巩固概念巩固概念巩固概念巩固概念,,,,利用概念的定义进行简单的利用概念的定义进行简单的利用概念的定义进行简单的利用概念的定义进行简单的
识别活动识别活动识别活动识别活动;;;;

④④④④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概念概念概念概念。。。。用概念解决问题用概念解决问题用概念解决问题用概念解决问题,,,,并建立所学概念与其它概并建立所学概念与其它概并建立所学概念与其它概并建立所学概念与其它概
念间的联系念间的联系念间的联系念间的联系。。。。

举例：《认识负数》

• 第一步：呈现概念

借助温度计的认识，呈现出生活应用中负数的概念：

即0刻度线以下的数（温度）为负数（零下多少度？），

用减号“-”表示，读作负多少？（负1度，相对应的就

有正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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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解析概念外延

1）从性质上看：负数是相对的，对应概念即为正数；

2）从大小上看：负数 < 0 < 正数；所以，0既不

是负数，也不是正数；

• 第二步：解析概念外延

根据季节，寻找生活中对应的负数；

你们还可以想到其他生活中既有正数，又有负数的例子吗？



19/6/2013

16

• 第三步：解析概念内涵

• 负数是数学术语，指小于0的实数，如−3。负数是同
绝对值正数的相反数。任何正数前加上负号都等于负
数。在数轴线上，负数都在0的左侧，所有的负数都
比自然数小。

• 第四步 应用概念

【学会用正负数的意义，通过添加正负号，说出数字的
不同的实际含义】

例如：海拔 100m； 温度10度；楼层的高度（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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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省时、省力而见效快，被称为是“学生获得概念的

最基本方式” ，但容易忽视了数学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现

实背景,,对概念的形成过程没有充分的体验。之后针对

上述模式进行改进的做法亦多是侧重在强调概念的来龙

去脉;强调概念体系;强调学生对概念学习过程的认识。

如：通过实例或其他方式介绍概念的产生背景,并引导学

生寻找、发现其固有的本质属性。

（（（（2））））APOS 理论理论理论理论

这一理论模型是由美国的杜宾斯基等人在数学教

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数学概念教学模式。其理论

基础是建基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之上的，强调将数学

概念的建立分为活动（Action）—过程（Process）—

对象（Object）—图式（Scheme）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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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活动阶段(Action):亲身体验、感受概念的直观背
景和概念间的关系。通过操作活动,理解概念的意
义。

② 过程阶段(Process):对“操作”进行思考，经历
思维的内化、提炼过程，在头脑中进行描述和反
思，抽象出概念所特有的性质。

③ 对象阶段(Object):认识概念本质，对其赋予形式
化的定义及符号，使其达到精致化,成为一个具体
的对象。

④ 图式阶段(Scheme):反映概念的定义及符号，建立
与其它概念、规则、图形的联系，形成综合的心
理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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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通过活动引入概念

比如：科幻设疑

“在2100年，人类居住的楼房开始向地下发展，这个

时候建筑师们遇到一个难题了，他们只知道过去我们都

是只有1、2、3、100……（层），但是现在的他们不知

道到底应该如何称呼地下的楼层？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

人们就不知道第10层的一个房间到底是在地上10层还是

在地下10层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想出一个好办法吗?”

同样的例子：《认识负数》

• 第二阶段：在过程中概括概念

通过上面的问题，引导学生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

把握核心词句——“地上”、“地下”；“10层（一个

数字），到底是地下第10层，还是地上第10层？（有了

相区别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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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直面概念对象，进行数学化的提炼

【解答】：引入“-”号，读作“负”多少？比如一

个客人要去地下10层，建筑师们就可以在楼层上标注“-

10层”；相应的，如果是去地上10层，就是“+10层”

（加号可省略）；

我们可以称这些与正数相对的数字标记的方法为

“负数”，而负数表示的实际含义是在以一个人为规定负数表示的实际含义是在以一个人为规定负数表示的实际含义是在以一个人为规定负数表示的实际含义是在以一个人为规定

的刻度线为基准的前提下计数方向与正数相反的数的刻度线为基准的前提下计数方向与正数相反的数的刻度线为基准的前提下计数方向与正数相反的数的刻度线为基准的前提下计数方向与正数相反的数。。。。

在上例中，“负10层”表示的就是与在地上的“正

10层”高度一样的位于地下的那一层。

• 第四阶段：建立概念图式，加强综合运用，促进迁移

运用所学的负数知识运用所学的负数知识运用所学的负数知识运用所学的负数知识，，，，发明一套计数方法发明一套计数方法发明一套计数方法发明一套计数方法：：：：

1）财务报表：收入与支出；

2）山的高度；

3）综合运用：“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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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基于APOS 理论的理念设计数学概念教学,强调的是

“做中学”或“发现学习”

（（（（3）））） 将将将将数学史融入数学史融入数学史融入数学史融入到概念教学中到概念教学中到概念教学中到概念教学中

教学教学教学教学中如果能展示中如果能展示中如果能展示中如果能展示学生所学数学概念产生与形成学生所学数学概念产生与形成学生所学数学概念产生与形成学生所学数学概念产生与形成

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过程过程过程，，，，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去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去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去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去

追根追根追根追根溯源溯源溯源溯源，，，，探知探知探知探知前人的认知历程前人的认知历程前人的认知历程前人的认知历程,,,,弄清弄清弄清弄清来龙去脉来龙去脉来龙去脉来龙去脉，，，，更更更更

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本质本质本质本质，，，，这这这这就需要数学史融入数学就需要数学史融入数学就需要数学史融入数学就需要数学史融入数学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教学教学教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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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 情景展示情景展示情景展示情景展示：：：：你能用一根长你能用一根长你能用一根长你能用一根长2 m2 m2 m2 m的绳子在操场上画的绳子在操场上画的绳子在操场上画的绳子在操场上画
一个半径为一个半径为一个半径为一个半径为2 m2 m2 m2 m的圆吗的圆吗的圆吗的圆吗？？？？在学生说方案中概括出在学生说方案中概括出在学生说方案中概括出在学生说方案中概括出
圆可以看作在同一平面内圆可以看作在同一平面内圆可以看作在同一平面内圆可以看作在同一平面内，，，，一条线段绕着它固一条线段绕着它固一条线段绕着它固一条线段绕着它固
定的一个端点旋转一周定的一个端点旋转一周定的一个端点旋转一周定的一个端点旋转一周，，，，另一端点所经过的封另一端点所经过的封另一端点所经过的封另一端点所经过的封
闭曲线闭曲线闭曲线闭曲线；；；；

【【【【历史溯源历史溯源历史溯源历史溯源】】】】

古代人最早是从太阳、月亮形状的启发中，以

及在探索制作轮子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对“圆”的

认识的。但会做圆并能了解圆的性质最早是要起源

于我国墨子的定义：“一周同长也”。意思是说,圆

有一个圆心,圆心到圆周的长都相等。这个要比希腊

数学思想家欧几里得的定义早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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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