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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
 

教材编写要根据国家

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
 

符合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循序渐进

规律.
 

本文从教材的比较研究、
 

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入手,
 

并以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
 

探析了从教材编写研究

入手,
 

如何促进小学数学教材高质量发展.
 

教材编写研究贯穿在教材编写的整个过程,
 

教材编写前要进行教材编写

的总体设计,
 

既要根据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安排好整体内容和各册内容、
 

确定教材的难易度,
 

还要设

计本套教材的特色;
 

在教材编写中要根据教材编写的总体设计不断完善,
 

不断推进教材的编写;
 

在教材编写后要根

据教材使用反馈的意见进行反思,
 

再修改、
 

再完善.
关 键 词:教材;

 

高质量发展;
 

小学数学教材西南师大版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1673 9868(2022)02 0013 09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Research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Taking

 

the
 

Compil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of
 

Western
 

Normal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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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a
 

national
 

power,
 

which
 

must
 

reflect
 

the
 

national
 

will,
 

the
 

Communist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discipline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education,
 

conform
 

to
 

the
 

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law
 

of
 

students,
 

and
 

conform
 

to
 

the
 

acceptability
 

and
 

gradual
 

progression
 

law
 

of
 

students.
 

Starting
 

wit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policy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aking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erials
 

published
 

by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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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research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The
 

research
 

on
 

textbook
 

compila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Before
 

textbook
 

compilation,
 

the
 

overall
 

design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not
 

only
 

the
 

overall
 

content
 

and
 

content
 

of
 

each
 

volume
 

should
 

be
 

ar-
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of
 

compulsory
 

edu-
c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textbook
 

should
 

be
 

determined,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et
 

of
 

teach-
ing

 

materials
 

should
 

be
 

design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we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feedback
 

on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reflec-
ted

 

for
 

further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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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1],
 

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
 

教材编写要

根据国家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
 

符合学生的可

接受性和循序渐进规律.
 

2020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良传统,
 

推进改革创新,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的精品教

材.
 

”
 

抓好新时代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工作,
 

核心是编好教材,
 

出精品[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对出版社提出

了建设高质量教材的要求,
 

体现了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期盼,
 

是我们建设中小学教材的目

标和要求.
 

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教育重心也实现了战略转移,
 

教育由主

要抓公平迈向整体抓质量的新阶段,
 

高质量成为教育工作主要目标要求和衡量标准[3].
 

加强中小学教材编

写,
 

打造高质量的精品教材[4]是教育类出版社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文以西南师大版(以下简称西师版)小学

数学国家课程标准教材为例,
 

笔者作为编辑,
 

配合协助主编参与了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和设计,
 

回

顾探析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研究与设计,
 

研究思考促进小学数学教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
 

是课程教学实施的平台,
 

是老师组织学生学习活动的线索.
 

比如教材在课堂活动、
 

综合与实践、
 

探索规律、
 

数学文化、
 

问题解决、
 

整理与复习中,
 

针对有关内容设计的问题提出,
 

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思考、
 

去实践、
 

去进行集中思维和发散思维,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改变过去

教材让学生根据老师讲解的例题去模仿例题做练习、
 

做作业,
 

改变教材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
教材编写工作是教材建设的中心环节,

 

是教材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桥梁[5].
 

教材编写是一个系

统的工程,
 

教材编写是一门专业,
 

也是学问[6].
 

教材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对教材编写做好比较研究、
 

政策研究、
 

理论研究,
 

做好顶层设计.
教材编写研究与教材质量息息相关,

 

是提高教材质量的三条主要经验中的第一条[7].
 

为了做好教材编

写工作,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紧密配合了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总主编宋乃庆教授,
 

紧密配合了西南大学数

学统计学院、
 

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紧密配合了多省市优秀的作者队伍.
 

加强西师版小学数

学教材编写的研究工作,
 

除对国内外小学数学教材进行比较研究,
 

还认真学习研究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2011年版)》[8](以下简称《课标》)以及党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教材编写的各种政策文件.
 

教材编写的比

较研究和理论研究是教材编写的必须和基础.
 

编写组在教材编写前、
 

教材编写中和教材编写后还开展了多

种研究,
 

以支撑教材编写发展.
1.1 小学数学教材比较研究

教材的比较研究是近几年新课改研究的重点之一[9],
 

对国内外小学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通过国内外不同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
 

可以探析不同版本的

教材在编写理念、
 

内容安排、
 

内容难易度的要求、
 

内容板块、
 

例题习题思考题以及编写的风格、
 

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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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格式、
 

文字阐述、
 

特色和创新,
 

还有插图设计、
 

版式设计,
 

分析不同版本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理论、
 

内容安排、
 

优势、
 

特色和存在的问题,
 

为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支撑.
 

这正是他山

之石,
 

可以攻玉.
在进行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时我们认真进行了美国、

 

英国、
 

德国、
 

俄罗斯、
 

法国、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小学数学教材比较研究[10],
 

还开展了建国以来我国多种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的比

较研究.
 

主要从内容的整体安排(小学数学1~6年级全部内容的安排)、
 

内容的板块安排、
 

内容的难易度,
 

例、
 

习题还有数学活动、
 

数学文化等特色专栏,
 

还有家校合作的数学活动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小学教学教材的比较研究其实也是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

 

为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设计和编写实

践提供了参考.
1.2 小学数学教材编写政策和理论研究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它所承载的知识文化包含并反映着特定民族、
 

特定阶级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

求[1].
 

教材建设必须坚持国家立场,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中,
 

认真研究了

如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始终把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材编写的总目标,
 

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
 

出版社和编写组认真学习和贯彻了国

家的出版方针和有关法律法规,
 

防止任何错误倾向和偏差出现,
 

确保教材政治质量第一.
在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内容素材的选取上,

 

选取了体现我国数学成就和我国古今著名数学家热爱祖

国、
 

献身数学事业的故事.
 

让学生从小爱数学,
 

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以精品教材建设为核心,
 

以教材的

高质量带动教育出版的高质量,
 

服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2].
教材运用数学、

 

教育学、
 

心理学、
 

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认真研究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

理特征,
 

研究教材如何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可接受性.
 

教材充分体现数学知识、
 

技能和情感、
 

价值、
 

态度

如何螺旋式上升,
 

如何循序渐进,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如何让教材成为易教

易学的素材,
 

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
教材编写同时考虑到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是西部唯一的国标小学数学教材,

 

所以特别关注了西部、
 

关

注了农村,
 

研究了西部、
 

农村的地域特色和教学现实,
 

积极为西部、
 

为农村的小学生服务.

2 教材编写前的研究:
 

总体设计

2.1 学习研究《课标》
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依据是《课标》,

 

《课标》是教育部对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学科的纲领性文件,
 

是对义

务教育阶段数学学科的具体要求,
 

对教材编写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课标》对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基本理

念和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实施建议等进行要求和说明,
 

指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设计,
 

应

充分考虑本阶段学生数学学习的特点,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

发学生的数学思考;
 

充分考虑数学本身的特点,
 

体现数学的实质;
 

在呈现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的同

时,
 

重视学生已有的经验,
 

使学生体验从实际背景中抽象出数学问题、
 

构建数学模型、
 

寻求结果、
 

解决问题

的过程[13].
 

教材编写时应遵循课程标准在课程设计和课程内容等方面的要求,
 

把贯彻课程标准精神、
 

落实

课程标准要求作为教材编写的一项原则[14].
 

为了进一步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和规定,
 

出版社和教材编写组

多次召开编委会和编辑会,
 

认真研读《课标》,
 

对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15]、
 

《课标》进行了认真的

对比研究,
 

了解《课标》的新要求.
 

同时邀请课标组专家对修订《课标》做专门的解读,
 

进一步明确修订《课
标》的新要求.

 

把对《课标》的认识和理解融会贯通到教材编写中.
2.2 教材顶层设计

教材的编写顶层设计是教材编写的第一步,
 

也是教材编写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环节,
 

顶层设计决定着教

材的总体结构和方向.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顶层设计是在认真学习研究《课标》的基础上,
 

确定小学

数学教材的编写框架、
 

内容安排、
 

难易度把握、
 

体例格式,
 

特色栏目.
 

如课堂活动、
 

例题和习题、
 

综合与实

践、
 

数学文化、
 

探索规律、
 

问题解决、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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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教材编写指导思想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实施素质教育,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
 

根据小学数学课程的性质、
 

任务和学生年龄特征,
 

学生的可接受性,
 

设计总体内容.
 

教材

编写中注意渗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根据《课标》理念和要求,
 

广泛吸收和借鉴国

内外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的研究成果,
 

注意面向西部、
 

面向农村,
 

力求构建符合小学生学习规律、
 

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发展的小学数学教科书新体系.
2.2.2 教材总体内容安排

小学数学教材各部分的内容按课时多少确定所占比例.
 

在第一学段,
 

数与代数部分(占比68%),
 

内容

有数的认识,
 

如万以内的数、
 

小数、
 

分数等;
 

数的运算,
 

如整数四则运算、
 

两位数和三位数加减法、
 

表内乘

除法、
 

估算等;
 

常见的量,
 

如元角分、
 

认识钟表、
 

年月日、
 

克、
 

千克、
 

吨;
 

探索规律.
 

图形与几何部分(占比

14%),
 

内容有图形的认识,
 

如认识长方体、
 

正方体等,
 

观察物体,
 

认识长方形、
 

正方形的特征,
 

认识角等;
 

测量,
 

如认识长度单位、
 

测量长度、
 

认识面积等;
 

图形的运动,
 

如感受平移、
 

旋转、
 

轴对称现象;
 

图形与位

置,
 

如用上、
 

下、
 

左、
 

右、
 

前、
 

后描述相对位置,
 

辨认方向等.
 

统计与概率部分(占比2%),
 

内容有分类、
 

简

单的数据收集和整理、
 

对数据的简单分析等.
 

综合与实践部分(占比6%),
 

内容有我们身边的数、
 

环保小卫

士、
 

图形拼组等.
在第二学段,

 

数与代数部分(占比57%),
 

内容有数的认识,
 

如万以上的数、
 

倍数、
 

因数等;
 

数的运算,
 

如两位数和三位数乘除法、
 

运算律、
 

小数和分数的加减法等;
 

式与方程,
 

如用字母表示数、
 

等量关系、
 

等式

的性质、
 

方程等;
 

正比例和反比例、
 

探索规律.
 

图形与几何部分(占比24%),
 

内容有图形的认识,
 

如线段、
 

射线和直线,
 

平角、
 

周角、
 

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等;
 

测量,
 

如量角的度数,
 

三角形、
 

梯形等面积计算、
 

体积、
 

表面积等;
 

图形的运动,
 

如进一步认识轴对称图形及对称轴;
 

图形与位置,
 

如按照比例进行图上距离与实

际距离的换算等.
 

统计与概率部分(占比7%),
 

内容有简单数据统计过程、
 

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等.
 

综合

与实践部分(占比5%),
 

内容有制订乡村旅游计划、
 

防灾小卫士、
 

设计长方体的包装方案等.
2.2.3 教材框架设计和课时安排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一共12册,
 

按照《课标》的要求分为第一学段(1~3年级)和第二学段(4~6年

级).
 

按照国家颁布的小学数学学时方案,
 

1~4年级每周4课时,
 

5~6年级每周5课时,
 

全年学周35周.
 

在各学段中,
 

安排了四个部分的学习内容: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
 

每个版

块的学时数如下:
表1 小学数学教材课时安排表

册次(总课时)
版     块

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 统计与概率 综合与实践

一上(63) 52 3 0 2

一下(62) 43 7 3 3

二上(63) 42 9 0 6

二下(64) 39 7 4 6

三上(61) 44 9 0 3

三下(55) 29 15 2 3

四上(63) 40 9 6 3

四下(61) 34 14 5 3

五上(65) 32 22 3 3

五下(64) 40 13 3 3

六上(60) 32 18 2 3

六下(61) 37 15 6 3

  注:
 

各版块中准备课、
 

总学习及每册的机动课时未统计在内,
 

总课时包含了所有课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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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教材难易度把握

数学教材的一些重要、
 

复杂或抽象的内容需要螺旋式编写[16],
 

形成螺旋式的循环上升.
 

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征、
 

心理特征严格控制学习内容的多和少,
 

严格把握概念阐释的认知水平以及例、
 

习题的难易度,
 

还

要严格把握问题解决、
 

思考题、
 

复习整理的难易度.
充分借鉴小学数学教材比较研究的理论成果,

 

把握好教材难易度,
 

使小学数学学习的内容符合小学生

的年龄特征,
 

将知识、
 

技能、
 

学习的过程和方法、
 

情感、
 

价值、
 

态度有机结合,
 

使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能成

为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数学学科教学规律的易教易学的教材.
2.2.5 编写体例格式设计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每册分单元小节,
 

每小节按”例题—课堂活动—练习”体例编写.
 

小节中的例题通

过创设合适的情境,
 

反映与问题解决相关的信息和提供解题的线索.
 

配合一个小节或一个相关教学内容,
 

安排练习.
大单元安排单元主题图(以情境形式反映本单元主要内容)和单元复习,

 

单元复习的内容是整理与复习

及单元练习.
每册后设置总复习.

 

总复习包括全册知识回顾和全册练习两部分.
 

部分练习结合教学内容,
 

设置供学

有余力、
 

学有兴趣的学生选用的思考题.
2.2.6 教材编写特色

在认真总结1984年以来8套中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实践经验,
 

借鉴国内外优秀教材编写的案例的基

础上,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广泛听取教材使用者的意见、
 

建议,
 

精心设计、
 

科学实验、
 

反复修订,
 

凝练并形

成所编写教材的风格与特色,
 

尤其关注了课堂活动、
 

你知道吗、
 

农村、
 

西部、
 

三峡、
 

综合实践活动等几个方

面的内容.

3 教材编写中的研究:
 

编写实施

教材编写中的研究指教材编写前还要再次研究《课标》的要求,
 

根据教材编写的顶层设计,
 

教材编写实

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
 

教材编写的框架设计、
 

内容安排、
 

难易度把握、
 

体例格式以及小学数学教材的特

色板块,
 

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
 

实施教材编写,
 

以下主要从内容编写和特色编写作说明.
3.1 教材内容的研究和编写

考虑到各学习领域之间的内在逻辑、
 

课程容量与难度以及学生学习能力,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按照数

与代数、
 

空间与图形、
 

统计与概率、
 

综合与实践四大学习领域安排教材内容,
 

同时.
 

一上安排了2个“你知

道吗”,
 

其余每册安排有3个“你知道吗”,
 

丰富数学文化知识.
 

从二(上)起选择有基础性、
 

思考性和探索性

的“解决问题”“探索规律”和思考题.
根据编写前的内容设计,

 

在编写中把西师版教材第一学段、
 

第二学段(1~12册)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知

识点),
 

在编写中细化成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的内容安排.
表2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主要内容(主要知识点)

版块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数与代数

上 册[17]:
 

一、
 

10
以内 数 的 认 识 和

加减法(一)
二、

 

10以 内 数 的

认 识 和 加 减 法

(二)
四、

 

11~20各数

的认 识 五、
 

20以

内的进位加法六、
 

20以内的退位减

法

上 册[18]:
 

一、
 

表

内乘法(一)
三、

 

表 内 乘 法

(二)
六、

 

表内除法

上册[19]:
 

一、
 

克、
 

千克、
 

吨

二、
 

一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三 位 数 的

乘法

四、
 

两 位 数 除 以

一位数的除法

五、
 

四则混合运算

六、
 

年、
 

月、
 

日

八、
 

分 数 的 初 步

认识

上 册[20]:
 

一、
 

万

以上数的认识

二、
 

加 减 法 的 关

系和加法运算律

四、
 

三 位 数 乘 两

位数的乘法

七、
 

三 位 数 除 以

两位数的除法

上 册[21]:
 

一、
 

小

数乘法

三、
 

小数除法

四、
 

小 数 混 合 运

算

上 册[22]:
 

一、
 

分

数乘法

三、
 

分数除法

四、
 

比 和 按 比 例

分配

六、
 

分 数 混 合 运

算

七、
 

负 数 的 初 步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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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表2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主要内容(主要知识点)

版块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下册[23]:
 

一、
 

100
以内数的认识

四、
 

100以内加减

法(一)
五、

 

认识人民币

六、
 

认识钟表

七、
 

100以内的加

减法(二)

下 册[24]:
 

一、
 

万

以内数的认识

三、
 

三 位 数 的 加

减法

五、
 

有 余 数 的 除

法

六、
 

时、
 

分、
 

秒

下 册[25]:
 

一、
 

两

位数 乘 两 位 数 的

乘法

三、
 

三 位 数 除 以

一位数的除法

五、
 

小 数 的 初 步

认识

下 册[26]:
 

一、
 

四

则混合运算

二、
 

乘 除 法 的 关

系和乘法运算律

五、
 

小数

七、
 

小 数 的 加 法

和减法

下 册[27]:
 

一、
 

倍

数与因数

二、
 

分数

四、
 

分数加减法

五、
 

方程

下 册[28]:
 

一、
 

百

分数

三、
 

正 比 例 和 反

比例

图形与几何
上册:

 

三、
 

分一分
 

认识图形

上册:
 

二、
 

角的初

步认识

四、
 

观察物体

五、
 

测量长度

上册:
 

三、
 

辨认方

向

七、
 

周长

上册:
 

三、
 

角

五、
 

相交与平行

上册:
 

二、
 

图形的

平 移、
 

旋 转 与 轴

对称

五、
 

多 边 形 面 积

的计算

上册:
 

二、
 

圆

五、
 

图 形 变 化 和

确定位置

下册:
 

二、
 

位置

三、
 

认识图形

下册:
 

二、
 

千米的

认识

四、
 

认识图形

下册:
 

二、
 

长方形

与正方形的面积

四、
 

旋转、
 

平移和

轴对称

下册:
 

三、
 

确定位置

四、
 

三角形

六、
 

平 行 四 边 形

和梯形

下册:
 

三、
 

长方体
 

正方体

下册:
 

二、
 

圆柱和

圆锥

统计与概率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六、
 

条形统

计图

八、
 

不确定现象

上册:
 

六、
 

可能性 上册:
 

八、
 

可能性

下册:
 

八、
 

分类与

整理

下册:
 

七、
 

收集与

整理

下册:
 

六、
 

简单的

统计活动
下册:

 

八、
 

平均数
下册:

 

六、
 

折线统

计图

下册:
 

四、
 

扇形统

计图

综合与实践

上 册:
 

我 们 身 边

的 数、
 

环 保 小 卫

士

上册:
 

赶场、
 

小小

测 量 员、
 

走 进 田

园

上册:
 

称体重、
 

做

一 个 家 庭 年 历、
 

学当小记者

上 册:
 

三 峡 工 程

中 的 大 数、
 

惊 人

的危害节 约1粒

米

上 册:
 

家 庭 用 电

调 查、
 

花 边 设 计

比 赛、
 

关 注 “惠
农”政策

上册:
 

读故事
 

学

数 学、
 

修 晒 坝 的

经 费 预 算、
 

绘 制

校园平面图

下册:
 

有趣的数、
 

图 形 拼 组、
 

分 一

分

下册:
 

体验千米、
 

参观南村养鸡场、
 

每天锻炼1时

下 册:
 

走 进 课 外

活 动 基 地、
 

美 化

我 们 的 小 天 地、
 

一天用的纸

下 册:
 

制 订 乡 村

旅 游 计 划、
 

防 灾

小 常 识、
 

我 们 长

高了

下 册:
 

设 计 长 方

体 的 包 装 方 案、
 

一年“吃掉”多少

森林、
 

发豆芽

下册:
 

有奖购书活

动中的数学问题、
 

农田收入测算、
 

王

老师买新房

“你知道吗”
(数学文化)

上册:
 

你知道吗:
 

0的故事

你 知 道 吗:
 

阿 拉

伯数字的由来

上册:
 

你知道吗:
 

九九表

你 知 道 吗:
 

长 度

单位“米”的来历

你知道吗:
 

乘、
 

除

号的来历

上册:
 

你知道吗:
 

中国 古 代 四 大 发

明之一:
 

指南针

你知道吗:
 

平年、
 

闰年的来历

你 知 道 吗:
 

分 数

符号的来历

上册:
 

你知道吗:
 

生活中的进位制

你 知 道 吗:
 

聪 明

的高斯

你 知 道 吗:
 

奇 妙

的乘法

上册:
 

你知道吗:
 

小数点惹的“祸”
你 知 道 吗:

 

田 忌

赛马的故事

你 知 道 吗:
 

九 章

算术

上册:
 

你知道 吗:
 

我国古代杰出的数

学家———祖冲之

你 知 道 吗:
 

巧 用

借“1”法
你 知 道 吗:

 

最 早

使用负数的国家

下册:
 

你知道吗:
 

生活中的100
你 知 道 吗:

 

五 套

人民币

你 知 道 吗:
 

计 时

工具的变化

下册:
 

你知道吗:
 

算盘

你 知 道 吗:
 

生 活

中的数学规律

你 知 道 吗:
 

七 巧

板

下册:
 

你知道吗:
 

中国 古 代 数 学 家

杨辉

你 知 道 吗:
 

建 筑

中的对称

你 知 道 吗:
 

小 数

点的由来

下册:
 

你知道吗:
 

括号 的 由 来 和 作

用

你 知 道 吗:
 

著 名

的数学家华罗庚

你 知 道 吗:
 

计 算

工具的演变

下册:
 

你知道吗:
 

陈景 润 与 哥 德 巴

赫猜想

你知道吗:
 

阿基米

德巧辨皇冠真假

你 知 道 吗:
 

古 老

的方程

下册:
 

你知道吗:
 

古老的几何

你 知 道 吗:
 

统 计

的产生和发展

你 知 道 吗:
 

鸡 兔

同笼

8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4卷



3.2 教材特色栏目

强调并凸显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中国特色,
 

是我们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必然诉求[29],
 

为了

更好地突出教材特色,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组开展重庆市教育科学重大规划课题“小学数学教材编写

特色的设计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围绕重大课题支持小学数学教材编委做了17个课题,
 

重点围绕西

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特色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
 

如对“课堂活动”
 

“你知道吗(数学文化)”
 

“问题

解决”
 

“探索规律”
 

“思考题”等进行专题研究,
 

这是国内首次对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特色进行大规模而系统的

研究,
 

为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和修改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3.2.1 创设课堂活动特色栏目

“课堂活动”是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的特色栏目,
 

本套教材,
 

每个知识点均按“例题—课堂活动—练

习”的模式编排,
 

同时,
 

课堂活动栏目改变了过去“一人讲,
 

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式.
 

通过课堂活动促进学

生自主合作、
 

探究式学习,
 

促进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积累活动经

验.
 

巩固当堂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理解数学概念,
 

熟悉“做数学”,
 

增加学生数学活动的经验,
 

促进学生对知

识内容的理解,
 

课堂活动主要以游戏活动、
 

操作活动、
 

交流活动、
 

探索活动等方式出现.
 

如让学生在学具拼

摆、
 

观察、
 

动手实验和游戏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中,
 

加深对所学数学知识的理解、
 

技能的培养,
 

在学习过程中

促进有关的学习态度、
 

情感、
 

价值的提升,
 

促进“四基”和核心素养的发展.
1)

 

选材切合学生实际,
 

促进学生对抽象的数学问题的理解与掌握.
 

课堂活动题材的选取注意与学生切

合,
 

将抽象的问题童趣化、
 

活动化,
 

利于学生对抽象的数学问题的理解与掌握.
 

如一(上)“比一比”安排在

“上学了”之后,
 

学生的学习基础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
 

课堂活动利用学生的生活体验如“比身高”“比手臂

长短”“比书包大小”.
 

选择学生熟悉的情境和生活经验,
 

易于让学生联想其生活体验,
 

让学生的主体作用在

课堂活动中发挥,
 

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2)

 

课堂活动多以学生游戏互动的方式进行,
 

培养学生合作学习、
 

善于交流和乐于分享.
 

如二(上)“角
的初步认识”,

 

课堂活动以游戏方式呈现,
 

通过学生摆小棒,
 

用小棒拼角,
 

让学生对角的大小及特征有初步

的认识.
 

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交流中初步认识角.
3)

 

课堂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经历数学活动的机会,
 

是学生从事数学活动的过程.
 

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是

学生个人学习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是学生学习数学、
 

提高数学素养的基础.
 

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的产

生和形成依赖于学生经历数学活动过程.
 

如四(上)“不确定现象”,
 

学生在“剪刀、
 

石头、
 

布”等划拳游戏中,
 

体验不确定现象,
 

使学生对“不确定现象”的概率经验初步形成和丰富.
3.2.2 创设“你知道吗”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用“你知道吗”栏目呈现数学文化,
 

强化“数学文化”的内涵、
 

情境创设和作用,
 

全

套书“你知道吗”数学文化都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彩色连环画.
 

从一年级开始,
 

用图文并茂的彩色连环画形式

向学生介绍数学的由来与发展、
 

数学的应用、
 

数学家的故事、
 

数学思想、
 

数学方法等数学文化,
 

使学生受到

丰富的数学文化的熏陶.
 

数学文化内容编写由浅入深、
 

生动有趣、
 

内容丰富,
 

易于学生阅读,
 

激发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
 

增强数学学习自信心[30].
 

第一学段一般是5~6幅图,
 

以图为主,
 

文字为辅;
 

第二学段一般是

3~4幅图,
 

文字逐渐增多,
 

使“你知道吗”数学文化在呈现形式上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1)

 

遵循小学生的年龄特征、
 

心理特征,
 

用彩色连环画的形式,
 

凸显数学文化的趣味.
 

还采用了卡通和

童话的形式,
 

如一(上)的“阿拉伯数字的由来”就采用了卡通画的方式,
 

介绍了数学的知识与由来,
 

让学生

在好奇中接受,
 

文字儿童化和趣味化,
 

吸引学生主动学习.
2)

 

围绕数学的应用、
 

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等多方面选材.
 

如五(上)田忌赛马的故事.
 

通过数学历史中的

典故,
 

用民间传颂的“田忌赛马”的数学文化故事,
 

让学生了解认识并逐步形成数学的思想和方法,
 

培养学

生的数学能力,
 

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3)

 

紧密联系数学知识的内容,
 

体现对数学内容的拓展和延伸.
 

突出数学文化与学习内容的相关性,
 

如

五(上)在“小数乘法”后安排“小数点惹的祸”,
 

用一种顽皮的语言,
 

引出“你知道吗”的数学文化故事,
 

有利

于学生联系学习内容来理解数学文化,
 

让学生认识和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4)

 

“你知道吗”数学文化涉及的内容广泛.
 

有故事,
 

有趣闻,
 

有知识介绍;
 

有古代,
 

也有现代.
 

题材广

泛,
 

内容丰富,
 

拓展视野,
 

让学生从多个角度欣赏数学的美.
3.2.3 关注农村、

 

关注西部、
 

关注三峡

“重视农村题材,
 

关注西部、
 

关注三峡”是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一个突出的特色,
 

有利于培养学生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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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建设新农村、
 

建设家乡、
 

开发西部的情感和愿望.
 

尤其是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特别选取了一些农村活动

的题材.
 

在例题、
 

课堂活动、
 

综合与实践、
 

你知道吗以及习题、
 

练习题中,
 

有意编排了农村、
 

西部、
 

三峡库

区的题材,
 

体现西部、
 

农村的现实和需要,
 

帮助西部地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31],
 

形成西师

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特色,
 

如在综合实践活动中,
 

二(上)设计了西部乡镇的“赶场”、
 

二(下)设计了“参观南村

养鸡场”,
 

利用农村的场景让学生了解、
 

认识西部农村,
 

有利于促进学生从小形成建设新农村、
 

建设家乡的

意识.
 

同时也选取了三峡水库的素材,
 

如二(下)“万以内数的认识”的主题图就选择了三峡大坝的素材,
 

感

受三峡工程的宏伟.
3.2.4 设计独具特色的综合与实践活动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综合与实践活动一、
 

二学段共35个,
 

除一(上)是2个外,
 

其余各册都是3个,
 

都是

以图文并茂的彩色主题图展开,
 

用主题图套分图的形式呈现综合与实践活动的内容与过程,
 

以图画为主要形

式,
 

辅之以简明文字说明.
 

在学生综合与实践活动中大多有问题提出,
 

有的还设置了“你还能提出哪些问题”,
 

启发学生问题提出.
 

综合与实践活动往往把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
 

统计与概率三大学习内容的知识、
 

技能融

合.
 

综合与实践活动紧扣小学数学教材,
 

有的还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与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践

能力、
 

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的学习能力.
 

综合与实践活动题材多样,
 

形式多种,
 

内容丰富,
 

既有城市,
 

又有农村

题材.
 

如一(下)的“图形拼组”,
 

活动集知识性、
 

思想性于一体,
 

呈现方式图文并茂,
 

操作性强;
 

活动安排层次

清晰,
 

要求明确,
 

有利于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去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上)的“学当

小记者”,
 

通过当小记者的学生收集信息、
 

合作制作小报、
 

评比交流等方式,
 

让学生经历完整的活动过程,
 

明

确需要收集的信息,
 

提出问题,
 

反思评价,
 

促进学生对分数等数学知识的认识与思考.
在编写时还注意了课内活动与课外延伸结合,

 

拓宽综合与实践的活动平台,
 

充分发挥“综合与实践”对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育人功能.

 

如五(下)在学习“折线统计图”后安排了“发豆芽”的综合与实践活动,
 

“发
豆芽”既融合了生物、

 

统计、
 

数学领域的知识,
 

又让学生在课外进行调查统计,
 

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与实践

活动,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跨学科学习能力.

4 教材编写后的研究:
 

反思及完善
教材编写后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教材使用的情况及教材实验试用、

 

使用地区的教研员、
 

一线老师、
 

学生

的意识,
 

明确教材特色及内容等是否合适,
 

进行反复研讨,
 

并进行修改完善.
 

教材在真正进入学校使用以

前,
 

先在部分实验学校试用,
 

让编辑能获得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32].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在实验试用的基

础上,
 

开展了一系列教材实验试用和使用的研究.
一是开展教材调研的设计和意见收集分析.

 

设计小学数学教材的问卷和访谈提纲,
 

要从一线老师、
 

教

研员和学生三个方面设计问卷调查和访谈提纲.
 

一线老师、
 

教研员问卷从8个维度进行调研:
 

教材体现《课
标》的要求,

 

教材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材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教材对教学的

指导作用和易教情况,
 

教材的容量,
 

教材的难易度,
 

教材的体例格式,
 

教材的外观及教材出版后的服务.
 

学

生问卷从6个维度进行调研:
 

学生对小学数学教材的整体评价、
 

教材易学情况、
 

学生对小学教材难易度的

评价、
 

对教材内容多少的看法、
 

对教材的文字表述和插图的看法、
 

对教材的装帧和封面的看法.
 

通过收集

分析研究反馈意见,
 

明确教材编写修改的主要内容.
二是开展教师培训,

 

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人员、
 

研究人员和课改专家通过多种形式,
 

对小学数学教研

员和一线老师进行多种专题培训.
 

如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设计、
 

教材使用的建议、
 

教材特色分析,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
 

统计与概率、
 

综合与实践以及课堂活动、
 

你知道吗的使用建

议,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的使用建议,
 

如何让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成为学生的学

材,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和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的实施,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对教学的要求等.
 

这些专

题讲座后,
 

还要进行对话交流,
 

让老师提问、
 

专家答疑.
 

同时认真收集教材中需要完善的各种意见,
 

提交编

写组修改完善教材.

5 结 语
新时代,

 

教材出版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教材编写中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既要按照党

的教育方针和《课标》的要求,
 

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可接受性,
 

通过教材总体设计、
 

内容安排、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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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设计等落实教材建设的国家事权,
 

形成易教易学的、
 

人民满意的高质量的小学数学教材.
 

本文对西师

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研究只是从出版社编辑配合主编的设计出发,
 

仅为一孔之见,
 

从淡化形式,
 

注重实

质[33]进行了积极思考.
教材建设任重道远,

 

我们深知教材建设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
 

目前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还有不少

有待商榷的问题,
 

期盼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专家、
 

教材建设的专家和数学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批评甚至争鸣.
致谢: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主编宋乃庆教授的关心、
 

帮助与支持,
 

在此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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