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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统计概念理解　 培养数据分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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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均数” 是小学数学的重点统计知识。 在传统教学中， 有的教师着重于平均数的算术

教学， 淡化了平均数的概念理解与统计意义； 抑或过度关注平均数的概念理解， 却忽视平均数的统计

意义， 使得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作者尝试基于课标理念分析， 融入 Ｈａｗｇｅｎｔ 动态数学技术，
助力平均数的概念理解， 聚焦平均数的统计意义，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 以期实现 “平均

数” 这一统计概念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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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课背景与问题

人教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的 “平均数” 是小学

数学学习的一个重点统计概念， 是培养学生数据

分析观念的重要载体。 对于 “平均数” 教学， 它

的概念理解 （平均数的本质及其特征） 和统计意

义同样重要。 虽然从运算形式看， 算术意义上的

平均数与统计意义上的平均数是一致的， 但前者

是描述， 后者是推断， 最大的区别是统计意义上

的平均数考虑了数据的随机性、 规律性。 在传统

教学中， 有的教师只注重平均数的算术教学， 淡

化了平均数的概念理解及统计意义； 抑或过度关

注平均数的概念理解， 却忽视平均数的统计意义。
如此教学， 忽视了平均数的统计特性与意义理解，

使得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易使 “平均

数” 这一统计概念的教学价值难以实现， 不利于

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及数据分析观念。
学生在学习 “平均数” 之前已经学过 “条形

统计图”， 对统计问题并不陌生， 但区别于条形

统计图， 平均数是学生学习的第一个统计量。 在

教学中， 教师应引导学生理解统计意义上的平均

数， 因为它是从随机的样本中得到的， 能帮助学

生利用历史数据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推断。 因

此， 平均数的教学重点是概念理解， 而难点则在

于统计意义的理解。 如何在突破教学重难点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 本文基于 《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以下简称 “ 《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