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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介绍数学思想方法的基本概念，以及小学数学教学中常用的思想

方法，新课程标准中都指出了哪些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对于本课程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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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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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

求

1.1 知识点 1 对数学思

想方法的认识

1. 上传撰写教案

2.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1.2 知识点 2 数学思想

方法的教学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一节

案例 1（7 分 50 秒）

案例 2（8 分 24 秒）

案例 3（7 分 42 秒）

案例 4（9 分 26 秒）

你怎样理解

数学思想和

数学方法的

关系

对应四个案例视频的

四个测验题

第二节

转化 1（3 分 23 秒）

转化 2（3 分 37 秒）

分类 1（4 分 52 秒）

你还能列举

出其它的思

想方法吗？

对应六个思想方法视

频的 6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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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2（4 分 14 秒）

不变 1（3 分 11 秒）

不变 2（3 分 45 秒）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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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课程标准中有哪些数学思想方法存在疑问，可以布置学生去查阅相关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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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2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涉及两个重要的思想：抽象思想和符号化思想，所选择的内

容均是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

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

而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

学数学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这门课程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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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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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

交流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

控与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

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2.1知识点 1 抽象思想

3. 上传撰写教案

4.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2.2 知识点 2 符号化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案例 1（4 分 31 秒）

案例 4（4 分 30 秒）

你如何理解抽象的

思想？

对应抽象思想方法

的 2 个测验题

第2课时

案例 1（2 分 05 秒）

案例 2（5 分 12 秒）

案例 3（1 分 58 秒）

案例 4（2 分 31 秒）

案例 5（10 分 37 秒）

案例 6（1 分 53 秒）

案例 7（6 分 36 秒）

你怎样理解符号化

思想？

对应符号化思想方

法的 3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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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

的解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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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记

（反思）

学生对于抽象的思想方法和符号化的思想方法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

置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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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3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分类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

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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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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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3.1知识点 1 分类思想

5. 上传撰写教案

6.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例题 1（3 分 49 秒）

例题 2（5分 32 秒）

例题 3（3 分 20 秒）

例题 4（3 分 28 秒）

例题 5（2 分 04 秒）

例题 6（8 分 22 秒）

例题 7（2 分 40 秒）

例题 8（3 分 16 秒）

例题 9（3 分 25 秒）

例题 10（5 分 41 秒）

你如何理解

分类思想？

对应分类思想

方法的 5 个测

验题

第2课时
例题 11（6 分 38 秒）

例题 12（4 分 41 秒）

列举一道利

用分类思想

对应分类思想

方法的 5 个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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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3（9 分 48 秒）

例题 14（3 分 00 秒）

例题 15（2 分 02 秒）

例题 16（3 分 00 秒）

例题 17（2 分 55 秒）

例题 18（3 分 06 秒）

例题 19（3 分 20 秒）

例题 20（4 分 58 秒）

解题的实

例。

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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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分类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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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4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变中有不变量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中所遇

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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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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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3.1知识点 1 分类思想

7. 上传撰写教案

8.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 1课

时

例题 1（13 分 59 秒）

例题 2（4分 42 秒）

例题 3（1 分 41 秒）

例题 4（1 分 34 秒）

例题 5（2 分 30 秒）

例题 6（2 分 30 秒）

例题 7（3 分 17 秒）

例题 8（4 分 02 秒）

你如何理解

不变量思

想？

对应不变量思

想方法的 5 个

测验题

第 2课

时

例题 9（3 分 27 秒）

例题 10（3 分 41 秒）

例题 11（10 分 09 秒）

例题 12（5 分 11 秒）

你知道分数

应用题的不

变量有哪些

吗？

对应不变量思

想方法的 5 个

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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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3（4 分 04 秒）

例题 14（4 分 04 秒）

例题 15（3 分 37 秒）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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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变中有不变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

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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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5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变中有集合思想、有限与无限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

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

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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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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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5.1知识点 5 集合思想

9. 上传撰写教案

10.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5.2 知识点 6 有限与无

限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

务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集合案例 1（3 分 09 秒）

集合案例 2（1分 55 秒）

集合案例 3（1 分 44 秒）

集合案例 4（6 分 56 秒）

集合案例 5（3 分 10 秒）

集合案例 6（2 分 19 秒）

集合案例 7（2 分 14 秒）

集合案例 8（4 分 24 秒）

你如何

理解集

合思

想？

集合思想方法

的 10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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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案例 9（2 分 36 秒）集

合案例 10（4分 19 秒）

第2课时
无限案例（2分 37 秒）

列举一

个体现

无限思

想方法

的实

例？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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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有限与无限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

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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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6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变中有归纳思想、类比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

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

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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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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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6.1知识点 1 归纳思想

11. 上传撰写教案

12.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6.2知识点 2 类比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案例 1（2 分 15 秒）

案例 2（2 分 32 秒）

案例 3（3 分 37 秒）

案例 4（3 分 57 秒）

案例 5（3 分 23 秒）

案例 6（3 分 08 秒）

案例 7（3 分 42 秒）

案例 8（2 分 33 秒）

列举一个

归纳思想

的实例

归纳思想方法的10个

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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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1 分 23 秒）

案例 10（2 分 08 秒）

案例 11（3 分 37 秒）

案例 12（2 分 49 秒）

案例 13（2 分 22 秒）

案例 14（6 分 21 秒）

案例 15（11 分 26 秒）

案例 16（3 分 13 秒）

案例 17（7 分 37 秒）

案例 18（4 分 33 秒）

案例 19（4 分 54 秒）

案例 20（1 分 59 秒）

案例 21（4 分 22 秒）

案例 22（5 分 25 秒）

案例 23（2 分 12 秒）

案例 24（4 分 37 秒）

第2课时

案例 1（1）（5分 21 秒）案

例 1（2）（2 分 22 秒）案例

1（3）（3 分 24 秒）案例 1

（4）（3 分 57 秒）案例 1（5）

（2 分 22 秒）

案例 2（1）（6分 54 秒）案

例 2（2）（5 分 45 秒）

案例 3（1）（2分 19 秒）案

例 3（2）（3 分 00 秒）

案例 4（1）（4分 35 秒）案

例 4（2）（1 分 56 秒）

案例 3（1）（1 分 36 秒）

案例 5（5 分 51 秒）

案例 6（2 分 40 秒）

案例 7（1 分 30 秒）

案例 8（2 分 09 秒）

案例 9（2 分 00 秒）

案例 10（1 分 53 秒）

案例 11（8 分 14 秒）

如何理解

类比思想

类比思想的10个测试

试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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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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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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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7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变中有演绎和转化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中

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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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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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7.1知识点 3 演绎思想

13. 上传撰写教案

14.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7.2知识点 4 转化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演绎案例 1（2 分 01 秒）

演绎案例 2（1 分 09 秒）

演绎案例 3（2 分 28 秒）

演绎案例 4（4 分 58 秒）

转化案例 1（3 分 33 秒）

转化案例 2（2 分 20 秒）

转化案例 3（2 分 14 秒）

转化案例 4（3 分 15 秒）

转化案例 5（2 分 29 秒）

谈谈你对

演绎思想

的理解

演绎思想方法

的 3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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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案例 6（1 分 28 秒）

第2课时

案例 6（1）（1 分 13 秒）

案例 6（2）（1 分 26 秒）

案例 6（3）（1 分 17 秒）

案例 6（4）（0 分 57 秒）

案例 6（5）（1 分 03 秒）

转化案例 7（3 分 00 秒）

转化案例 8（3 分 24 秒）

案例 9（1）（3 分 26 秒）

案例 9（2）（1 分 42 秒）

案例 9（3）（4 分 01 秒）

案例 9（4）（2 分 46 秒）

如何理解

转化思想

转化思想的 7

个测试试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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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演绎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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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8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转化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

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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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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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8.1知识点 1 转化思想

15. 上传撰写教案

16.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转化案例 1（2 分 55 秒）

转化案例 2（0 分 46 秒）

转化案例 3（0 分 47 秒）

转化案例 4（2 分 21 秒）

转化案例 5（1 分 09 秒）

转化案例 6（2 分 15 秒）

转化案例 7（1 分 24 秒）

转化案例 8（1 分 19 秒）

转化案例 9（2 分 03 秒）

转化案例 10（1分 43 秒）

转化案例 11（2分 42 秒）

转化案例 12（1分 47 秒）

列举一个

转化思想

的实例

转化思想方法

的 5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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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案例 13（2分 51 秒）

转化案例 14（3分 01 秒）

转化案例 15（4分 29 秒）

转化案例 16（1分 53 秒）

第2课时

转化案例 17（1分 47 秒）

转化案例 18（1分 43 秒）

转化案例 19（3分 14 秒）

转化案例 20（2分 11 秒）

转化案例 21（4分 01 秒）

转化案例 22（1分 23 秒）

转化案例 23（2分 23 秒）

转化案例 24（1分 20 秒）

转化案例 25（1分 14 秒）

转化案例 26（1分 26 秒）

转化案例 27（2分 57 秒）

转化案例 28（1分 44 秒）

转化案例 29（4分 41 秒）

转化案例 30（1分 03 秒）

转化案例 31（6分 32 秒）

转化案例 32（7分 40 秒）

通过学习，

你是否对

转化思想

的应用有

了较好的

理解？

转化思想方法

的 5 个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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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转化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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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9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数形结合、几何变换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

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

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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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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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9.1知识点 5 数形结合思

想

17. 上传撰写教案

18.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9.2知识点 6 几何变换思

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数形结合 1（3 分 17 秒）

数形结合 2（3 分 05 秒）

数形结合 2（1）（2 分 51

秒）

数形结合 2（2）（4 分 38

秒）

你认为数

形结合以

数为主还

是以形为

主？

数形结合的 10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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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 2（3）（3 分 37

秒）

数形结合 2（4）（3 分 19

秒）

数形结合 2（5）（6 分 05

秒）

数形结合 2（6）（2 分 56

秒）

数形结合 3（1）（1 分 45

秒）

数形结合 3（2）（1 分 30

秒）

数形结合 3（3）（1 分 40

秒）

数形结合 4（4 分 43 秒）

数形结合 4（1）（1 分 54

秒）

数形结合 4（2）（2 分 59

秒）

数形结合 4（3）（4 分 22

秒）

数形结合 4（4）（2 分 29

秒）

数形结合 4（5）（3 分 07

秒）

数形结合 5（2 分 16 秒）

数形结合 5（1）（2 分 06

秒）

数形结合 5（2）（2 分 44

秒）

数形结合 5（3）（2 分 06

秒）

数形结合 5（4）（3 分 59

秒）

数形结合 5（5）（3 分 38

秒）

数形结合 5（6）（2 分 52

秒）

数形结合 5（7）（5 分 57

秒）

辅助线 1（3 分 59 秒）

辅助线 2（1 分 36 秒）

辅助线 3（2 分 04 秒）

辅助线 4（1 分 5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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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线 5（2 分 19 秒）

辅助线 6（1 分 16 秒）

辅助线 7（3 分 07 秒）

第2课时

辅助线 8（3 分 52 秒）

辅助线 9（3 分 28 秒）

辅助线 10（5分 44 秒）

辅助线 11（2分 30 秒）

辅助线 12（3分 05 秒）

辅助线 13（3分 28 秒）

辅助线 14（3分 11 秒）

割补法 1（2 分 28 秒）

割补法 2（0 分 57 秒）

割补法 3（1 分 43 秒）

割补法 4（1 分 01 秒）

割补法 5（1 分 53 秒）

割补法 6（3 分 17 秒）

割补法 7（3 分 36 秒）

平移法 1（0 分 46 秒）

平移法 2（2 分 01 秒）

平移法 3（1 分 36 秒）

平移法 4（1 分 48 秒）

平移法 5（1 分 08 秒）

平移法 6（1 分 38 秒）

平移法 7（2 分 25 秒）

平移法 8（3 分 04 秒）

旋转法 1（1）（2 分 11 秒）

旋转法 1（2）（1 分 22 秒）

旋转法 1（3）（1 分 05 秒）

旋转法 2（1 分 05 秒）

旋转法 3（1 分 46 秒）

旋转法 4（1 分 52 秒）

旋转法 5（1 分 02 秒）

旋转法 6（0 分 54 秒）

旋转法 7（2 分 05 秒）

缩放法（1）（2 分 02 秒）

缩放法（2）（1 分 02 秒）

缩放法（3）（1 分 53 秒）

缩放法（4）（1 分 07 秒）

通过学

习，你对

于几何变

换思想解

题，是否

有了自己

的理解，

谈一谈。

几何变换的 10

个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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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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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

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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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0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极限思想、代换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践中所

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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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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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10.1 知识点 1 极限思想

19. 上传撰写教案

20.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10.2 知识点 2 代换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极限思想 1（4 分 52 秒）

极限思想 2（4 分 46 秒）

极限思想 3（5 分 56 秒）

极限思想 4（2 分 13 秒）

圆周率探究课件（8 分 05

秒）

极限思想 5（2 分 08 秒）

圆面积推导课件（8 分 00

秒）

小学数学

哪部分知

识中可以

体现极限

思想？

极限思想的 2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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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代换思想 1（1 分 42 秒）

代换思想 2（1 分 32 秒）

代换思想 3（1 分 17 秒）

代换思想 4（0 分 52 秒）

代换思想 5（1 分 59 秒）

代换思想 6（1 分 27 秒）

代换思想 7（1 分 00 秒）

代换思想 8（1 分 45 秒）

代换思想 9（2 分 39 秒）

代换思想 10（2 分 21 秒）

代换思想 11（1 分 54 秒）

小学数学

中的代换

思想，与

初中的那

部分知识

可以联系

上？

代换思想的 8

个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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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代换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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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1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模型、方程、函数、优化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实

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利

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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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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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10.1 知识点 1 极限思想

21. 上传撰写教案

22.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10.2 知识点 2 代换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极限思想 1（4分 52 秒）

极限思想 2（4分 46 秒）

极限思想 3（5分 56 秒）

极限思想 4（2分 13 秒）

圆周率探究课件（8 分 05

秒）

极限思想 5（2分 08 秒）

小学数学

哪部分知

识中可以

体现极限

思想？

极限思想的 2

个测验题

备注



- 25 -

圆面积推导课件（8 分 00

秒）

第2课时

代换思想 1（1分 42 秒）

代换思想 2（1分 32 秒）

代换思想 3（1分 17 秒）

代换思想 4（0分 52 秒）

代换思想 5（1分 59 秒）

代换思想 6（1分 27 秒）

代换思想 7（1分 00 秒）

代换思想 8（1分 45 秒）

代换思想 9（2分 39 秒）

代换思想 10（2 分 21 秒）

代换思想 11（1 分 54 秒）

小学数学

中的代换

思想，与

初中的那

部分知识

可以联系

上？

代换思想的 8

个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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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模型、方程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

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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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2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变中有统计、随机、数学美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

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

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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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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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求

12.1知识点 1 统计思想

23. 上传撰写教案

24. 自制部分例题讲解

视频

是

12.2知识点 2 随机思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12.3知识点 3 数学美思

想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

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

务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统计思想 1（3 分 36 秒）

统计思想 2（4 分 31 秒）

统计思想 3（4 分 47 秒）

统计思想 4（2 分 43 秒）

请你列举

一个小学

数学随机

思想的实

统计思想的 2

个测验题

随机思想的 4

个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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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思想 5（4 分 50 秒）

统计思想 6（5 分 09 秒）

随机思想 1（1 分 14 秒）

随机思想 2（2 分 10 秒）

随机思想 3（3 分 36 秒）

随机思想 4（1 分 34 秒）

随机思想 5（1 分 22 秒）

随机思想 6（2 分 36 秒）

随机思想 7（1 分 13 秒）

随机思想 8（2 分 40 秒）

例？

第2课时

数学美思想 1（3 分 48 秒）

数学美思想 2（4 分 33 秒）

数学美思想 3（6 分 55 秒）

数学美思想 4（2 分 27 秒）

数学美思想 5（4 分 01 秒）

数学美思想 6（1 分 57 秒）

数学美思想 7（5 分 09 秒）

数学美思想 8（9 分 17 秒）

数学美思想 9（6 分 52 秒）

数学美思想 10（7分 14 秒）

数学美思想 11（1分 16 秒）

数学美思想 12（4分 46 秒）

小学数学

中有数学

美思想？

数学美思想的

12 个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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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统计、随机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

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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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3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反证法、假设法、穷举法的思想方法，所选择的内容均是教学

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学生理解该思想并应用于教学一线是非常有

利的。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小学数论基础课程，对于小学数学教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

且他们也拥有初等数学的很多有关思想方法的知识，但学生缺乏从小学数学

教材中提取数学思想方法的能力，也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思想方法这门课程有

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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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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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视频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大纲中知识点 建设的教学资源
是否满足在线教学需

求

13.1知识点 1 反证法
25. 上传撰写教案

26.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频
是

13.2知识点 2 假设法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频
是

13.3知识点 3 穷举法
1.上传撰写教案

2.自制部分例题讲解视频
是

在线教学任务安排

视频任务点
讨论任务

点
测验任务点

第1课时

反证法 1（3 分 36 秒）

反证法 2（4 分 31 秒）

反证法 3（4 分 47 秒）

反证法 4（2 分 43 秒）

反证法 5（4 分 50 秒）

反证法 6（5 分 09 秒）

请你列举

一个小学

数学假设

法解题的

实例？

反证法的 3 个

测验题

假设法的 5 个

测验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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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证法 7（5 分 09 秒）

反证法 8（5 分 09 秒）

假设法 1（1 分 14 秒）

假设法 2（2 分 10 秒）

假设法 3（3 分 36 秒）

假设法 4（1 分 34 秒）

假设法 5（1 分 22 秒）

假设法 6（2 分 36 秒）

假设法 7（1 分 13 秒）

假设法 8（2 分 40 秒）

假设法 9（1 分 14 秒）

假设法 10（2 分 10 秒）

假设法 11（3 分 36 秒）

假设法 12（1 分 34 秒）

假设法 13（1 分 22 秒）

假设法 14（2 分 36 秒）

第2课时

穷举法 1（3 分 48 秒）

穷举法 2（4 分 33 秒）

穷举法 3（6 分 55 秒）

穷举法 4（2 分 27 秒）

穷举法 5（4 分 01 秒）

穷举法 6（1 分 57 秒）

穷举法 7（5 分 09 秒）

穷举法 8（9 分 17 秒）

穷举法 9（6 分 52 秒）

穷举法 10（7 分 14 秒）

请你列举

一个小学

数学穷举

法解题的

实例？

穷举法的 2 个

测验题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完成本章节的线上测试。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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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反证法、穷举法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

置相应习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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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4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对于一二年级教材中涉及到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解读和分析，

结合具体的例子。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前面的各类数学思想方法，对于数学思想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理解，需要通过对于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掌握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理

解数学思想方法，运用思想方法解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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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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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总结各个年级的思想方法，并完成实践作业。

备注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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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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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5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对于三四年级教材中涉及到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解读和分析，

结合具体的例子。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前面的各类数学思想方法，对于数学思想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理解，需要通过对于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掌握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理

解数学思想方法，运用思想方法解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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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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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总结各个年级的思想方法，并完成实践作业。

备注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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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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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6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对于五六年级教材中涉及到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解读和分析，

结合具体的例子。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前面的各类数学思想方法，对于数学思想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理解，需要通过对于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掌握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理

解数学思想方法，运用思想方法解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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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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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总结各个年级的思想方法，并完成实践作业。

备注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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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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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7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对于前面所讲到的各类思想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教材中所涉及

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梳理。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前面的各类数学思想方法，对于数学思想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理解，需要通过对于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掌握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理

解数学思想方法，运用思想方法解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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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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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总结各个年级的思想方法，并完成实践作业。

备注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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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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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8 学时 2
教材分析 本节课主要是对于前面所讲到的各类思想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教材中所涉及

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梳理。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前面的各类数学思想方法，对于数学思想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理解，需要通过对于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掌握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理

解数学思想方法，运用思想方法解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目标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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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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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度引导，使得学生能通过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

展开学习。

教学难点 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合理的、可操作的、能够进行一定程度量化的监控与

管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教 学 内 容 与 过 程

【线上任务】

1、线上自行学习课程

2、找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留待课上讨论答疑

3、网上搜集本节课相关的学习内容并进行整理

【课上互动】

1、教师或学生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学生讨论讲解对于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以及搜集整理的典型问题

【总结回顾】

教师进行知识点概括性总结。

【教学评价】

学生总结各个年级的思想方法，并完成实践作业。

备注

思考与

练习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学习内容，搜集相关的题目，自行编写题目并给出正确的解

答，总结整理成文本文件，作为作业上交。

阅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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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后

记（反

思）

学生对于类比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的分布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可以布置相应习

题加以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