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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思想方法》学与教的标准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说明

课程名称：小学数学思想方法（中文）Mathematics Idea and Method of Primary School

（英文）

课程代码：19301190

课程总学时（理论总学时/实践总学时）：30（28/2）

周学时：2

学分：2

开课学年与学期：2020-2021（2）

（二）课程性质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是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学科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属于专业

选修课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在双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基

本思想方法和基本活动经验。这就将小学数学思想方法放置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数学

思想方法不如数学知识那样系统而直观，它的获得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加以引导

和渗透。这就对小学数学教师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他们必须首先要自己具备从小学数学

知识体系中提炼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二是他们应该能够将所提炼的数学思想方法渗透到

一线教学中。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不仅仅要求学生领会各种数学思想方法的内涵和外延，

更要求学生会学从数学知识体系中梳理出对应的思想方法，并掌握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思想

方法的基本技能。

（三）适用专业与学时分配

本课程适用于小学教育专业。

教 学 内 容 与 时 间 安 排 表

模块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一 第一章 数学思想方法简介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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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章 与抽象有关的数学思想 8 8 0

三 第三章 与推理有关的数学思想 10 9 0

四 第四章 与模型有关的数学思想 3 3 0

五 第五章 其他数学思想方法 3 3 0

六

第六章 小学数学教材中数学思想

方法案例解读

4 3 2

总计 30 28 2

二、课程衔接

（一）基础课程

为了对小学数学学习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学习者应有小学数论基础”的相关知识，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已经对于小学阶段有关数的内容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在学

习小学数论基础这门课程的同时，学生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解题思想和方法。本课程就是

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学习蕴含在小学数学中的各种思想方法。

（二）进阶课程

本课程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阐明了小学数学中常见的数学思想方法，和解题方法。

学习本课程之后，学生可以从宏观上对小学数学学习中的有关“思想和方法”有较为深入

的理解和把握，也为学生更好地学习“小学数学解题方法研究”、“小学数学思维训练”等

课程做好准备。

三、学与教的目标

（一）课程具体目标

1.能够掌握小学数学中的基本思想方法，并能够熟练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题。

2.理解所学的思想方法，并能够将所学的思想方法渗透到小学数学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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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纲要与实践教学安排

（一）教学内容纲要

知识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模块一

数学思想方

法简介

（2 学时）

知识点 1 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认识（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思想方法的内涵

二、小学数学中常见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2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1学时）

1.通过讲解与讨论，了

解小学数学中常见的基

本思想方法。

2.了解数学思想方法教

学的基本要求。

模块二

与抽象有关

的数学思想

（8 学时）

知识点 1 抽象思想（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抽象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抽象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2 符号化思想（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符号化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符号化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3 分类思想（2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分类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分类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4 变中有不变思想（2学时）（重点）

一、 小学数学不变量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不变量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5 集合思想（1学时）

一、小学数学集合思想方法举例

二、学数学教材中集合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6 有限与无限思想（1学时）

一、小学数学有限与无限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有限与无限的思想方法

1.通过具体题例，了解

抽象、符号化、分类、

集合、不变量、有限与

无限等数学思想方法的

基本内涵。

2.通过剖析教材，体会

上述各种思想方法在小

学数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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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与推理有关

的数学思想

（10 学时）

知识点 1 归纳思想（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归纳思想方法举例

二、 小学数学教材中归纳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2 类比思想（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类比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类比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3 演绎思想（1学时）

一、 小学数学演绎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演绎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4 转化思想（3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转化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转化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5 数形结合思想（1学时）

一、小学数学数形结合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6 几何变换思想（1学时）

一、 小学数学几何变换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几何变换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7 极限思想（1学时）（重点）

一、小学数学极限思想方法举例

二、 小学数学教材中极限的思想方法

知识点 8 代换思想（1学时）

一、小学数学代换思想方法举例

二、小学数学教材中代换的思想方法

1.通过具体题例，了解

归纳、类比、演绎、转

化、数形结合、几何变

换、极限、代换等小学

数学思想方法的基本内

涵。

2.通过剖析教材，体会

上述各种思想方法在小

学数学中的应用。

模块四

与模型有关

的数学思想

知识点 1 模型思想（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2 方程思想（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3 函数思想（0.25学时）

知识点 4 优化思想（0.25学时）

知识点 5 统计思想（0.25学时）

知识点 6 随机思想（0.25学时）

1.通过具体题例，了解

模型思想、方程思想、

函数思想、优化思想、

统计思想、随机思想的

内涵。

2.通过剖析教材，体会

上述思想在小学数学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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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其他数学思

想方法

（3 学时）

知识点 1 数学美思想（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2 分析法和综合法（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3 反证法（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4 假设法（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5 穷举法（0.5学时）

知识点 6 数学思想方法的综合应用（0.5学时）

1.通过具体题例，了解

数学美思想、分析法和

综合法、反证法、假设

法、穷举法的内涵。

2.了解数学思想方法在

小学数学中的综合应

用。

模块六

小学数学教

材思想方法

案例

（4 学时）

知识点 1一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

知识点 2二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3三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

知识点 4四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重点）

知识点 5五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

知识点 6六年级教材案例解读（0.5学时）（重点）

实践学时 2 学时

1.通过教材解读，了解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在小

学数学中的应用。

2. 体会小学数学教学

中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

应用。

（二）实践教学安排

知识模块 实践内容 实践目标 实践方式
考核要求

（报告、作品等）

模块六

小学数学教材

数学思想方法

案例

思想方法搜集

与教学设计

1.进一步理解小学

数学思想方法

2.体会如何在教学

中逐步渗透数学思

想方法

从北师大版教科书

中任选一册，挖掘

本册中所有的数学

思想方法。并就其

中的某一节，进行

简单的教学设计。

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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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单元测试+课程作业

2.总成绩评定：本课程总成绩由单元测试（70%）+课程作业两部分构成（30%）

3.成绩评定：

（1）单元测试：每个单元后面附有 100 分满分的测试，取各个单元测试的平均成绩占

总成绩的 70%。

（2）课程作业：小组合作完成测试试卷，满分 100 分，课程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六、课程资源

选用教材：

王永春. 小学数学与数学思想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王永春.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解读及教学案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 任勇. 做“业高一筹”的小学数学教师[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撰写人： 罗少成 审定人（系主任）： 院主管领导：

学院盖章：202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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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的落实与对应关系表

课程名称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责任人 罗少成
开课

学期
20-21-2

核查项目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课程目标

5

毕业要求

2.1.2 √

2.2.2 √

教学内容

模块一 √ √

模块二 √ √

模块三 √ √

模块四 √ √

课程评价

单元测试 √

课程作业 √

评价结果

是否存在以下情况，请在右侧打√ 是 否

1.某一个课程目标下对应多个指标点 √

2.某一个课程目标下既没有教学内容也没有特定教学方法对应 √

3.某一个考核方式对应多个课程目标 √

说明

①红字为说明，请仔细阅读。本课程所涉及的所有指标点、教学内容、课程

评价均需列出，但只需列出用以支撑课程目标的特定教学方法（课程目标不

需要特定教学方法支撑的课程可以不列）。

②蓝字为示例，可根据课程具体情况填写及增减行。

③预留五个课程目标，如有必要可增加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