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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数学教学设计的依据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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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是， 对数学知识结构呈现序列的理解； 对学生生成数学知识

的心理环节序列的把握； 整合数学知识序列与学生知识发生的心理环节序列， 使知识序列的发生适应

于学生的心理活动环节序列。 从这几项依据出发， 我们可以获得评价数学教学设计优劣的标准： 结构

性标准与适应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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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数学教育目标， 发挥数学知识的育人

价值， 教师要为每一个知识点做好教学设计。 设

计方案的优化需要教师创造性地运用教学策略，

或创造性地通过自己的解释把数学内容呈现给学

生， 把不易理解的数学内容转化为学生容易理解

的语言。 要做到这步不仅需要教师的智慧， 更需

要教师专注地思考与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 本文

主要研究数学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与评价教学设

计优劣的标准。

一、 数学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

数学教学所要传授的知识相对固定， 它的最

低限度是载入课程标准中有据可查的知识点； ０

但是通过何种手段来传授已经设定的知识， 是数

学教学设计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数学教学设计的

主要依据体现在三个方面： 对数学知识结构呈现

序列的理解； 对学生生成数学知识的心理环节序

列的把握； 通过创造性工作对前面二者的联系设

计出合适的教学过程， 即整合数学知识序列与学

生知识发生的心理环节序列， 使具体的知识结构

环节序列的发生适应于学生的心理活动环节序列

（如图 １） ［１］。

图 １　 数学教学设计结构的框

１ 分析数学知识结构呈现的环节

提起数学知识结构， 许多人会将其理解为知

识的逻辑结构， 这一理解比较狭窄。 逻辑结构更

多的是与数学解题教学相联系， 比如数学定义及

其应用： 首先类比原型， 其次建构判断标准， 最

后应用这一标准进行判断。 其中建构判断标准不

是环环紧扣的逻辑过程， 更多的是心理过程的体

现。 因为只有选择具体的标准做判断， 这一环节

的主体部分才是逻辑过程。 当然， 数学知识的逻

辑结构是数学知识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结构之一。

一般说来， 研究数学知识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微观结构、 中观结构与宏观结构。

数学知识的微观结构是指某一个知识点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