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教学

初步效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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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教学的指导思想
,

是以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
、

形

和数量关系上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为主线
,

重新构建现行教学大纲范围内的小学数 学知 识 结

构
。

学生对部分与整休关系的理解 有利于促进对数学知识的掌握
,

又有利于促进智力的发

展 这项遍及全国二十七省市大规模的实验教学
,

已收到较好的初步效果 普遍受到教师们

和学生们的欢迎

前 言

《现代小学数学 》是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静和同志 盆持的
,

关于小学数学教改的

一项协作科研项 目
。

从 年开始正式设置实验班
,

使用 《现代 小 学 数 学 课木
。

实验目

的
,

考察学生在实验教材教学条件下
,

对于掌握基本知识技能方而
,

发展数学认 知 能 力 方

面
,

能否有促进作用
。

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一点实践经验和 积累心 洲学研究资料
。

一
、

实验教材
、

教法的主要特点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在其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方面
,

世
、

的于片导思想是
,

以
“ ”

为华

础标准
,

揭示小学数学中数
、

形及数 髦关系上的部分与整休关系作为主线
,

对现行教学大纲

范围内的小学数学知识
,

作进一步的抽象和更一般的概括
,

构建一个有层次系统的小学数学
知识结构

。

我们认为
,

部分与整体关系
,

对小学儿童来说
,

既是抽象的
,

又是具体的
。

抽象

的逻辑关系寓于具体形象之中
,

儿童理解了部分与整体关系
,

有利于促进他们对牧学概念
、

定理
、

法则的掌握
,

有利于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

一 以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
,

促进数学概念的形成
。

实验教材对一年级新生
,

一开始就从具体到抽象
、

从抽象到具体去认识
“ ” 。 “ ”

既可以表示单个物体
,

又可以表示一群物体
。

单个 组成群体
,

群体 中有单个
,

由实

例生动直观地理解
“

中有多
” 、 “

多中有
” ,

建立
“ ”

是 自然数 对新生来说是有限

的百以内的数 的基本单位
。

通过多个 的组合
,

认识数的分解组 成
,

基 数
、

序 数
、

先 认

本文中材扦来谭于各尖脸点老师提供
,

谨此向大家一并致谢
。



戮
,

后计算
。

由理解整体分解为部分
,

部分合并为整体来认数和计算
。

同时
,

由理解部分效

加部分数等于总数
,

总数减去一个部分数等于另一个部分数来认识加减逆运算
,

形成可逆思

考能力 , 由理解整体不变性来认识加
、

减
、

乘
、

除中的和
、

差
、

积
、

商变化规律
,

形成初步

的函数思考能力 由理解整体分解为不相同部分和相同部分
,

区分二类数量关系
,

来认识加

减法与乘除法的关系
,

形 成初步系统论的思想
。

二 教材编排原则 第一
,

遵循
“

整体一一细节一一整体
”

原则
。

第二
,

要求把成对互

逆概念并列出现
,

以便形成顺向和逆向的双 向联想
,

促进可逆思维能力的发展
。

三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做到平时知识题的分散训练与专项 智力题的集中训练紧密结合
。

例如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学具
,

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分合关系
,

由不同数的分解组成奠定加

减运算的基础
,

由同数分解组成奠定乘除运算的基础
。

本文以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班 级第一学期测验结果为主要材料来源
,

对实验教学的

初步效果进行分析
。

测验题是 由实验协作组集休命题
。

测验时由非实验班老师监考
。

测验后将各实验班考试

成绩按各人各题分数列表
,

汇总给实验协作领导小组
。

共收到 份报表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实验和测验结果概况
、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班遍及全国除西藏
、

青海外的二十七个省市
,

主要分布于浙

江
、

辽宁
、

四川
、

河北
、

江苏
、

福建
、

湖北等省
。

、

实验班按省会以上城市学校
,

地县级城市学校
,

乡镇级学校划分
,

据不完全统计
,

以  !一 两年使用第一册课木发行量计算
,

各占的比例为 万
,

书
,

书
。

年与 年相比
,

分别增长 拓
,

拓
,

形
。

就班成绩而言
,

总成绩最高分为
,

最低分为
,

第一试 知识 最高分为
,

最低分为
,

第二试 能力 最高分为
,

最低分为
。

、

班成绩在 分以上的班级
,

占省会以 城市学校实验班的 拓
,

占 地 县级城市

学校实脸班的 拓
,

占乡镇级学校实验班的 书
。

班成绩在 分以下的班级
,

占省 会

以上城市学校实验班的 多
,

占地县级城市学校实验班的 书
,

占今镇学校 实 验 班 的

形
。

二 测验结果的抽样分析
、

不同类型学校的对比分析

把 份班 级材料按省会以上城市学校
、

地县级城市学校
、

乡镇级农村学校分为三类
,

并

从中随机抽取各 份
,

作进尸步统计处理
。

三类学校学生个人成绩 比较结果
,

就一试 知识分 而 言
,

省会以上城市学校 学生平均

成绩达 分
,

地县级城市学校学生达 分
,

乡镇级学校学生达 分
。

可以 认为
,

在

完成基本知识
、

基本技能的学习任务方面
,

都是 比较好的
。

在二试 能力分 方面
,

省会以

上城市学校的学生成绩比较理想
,

平均达 分
。

地县级城市学校的学生成绩接近 低要求
,

达 分
,

还不能达到足够的程度
。

而乡镇级学校的学生成绩就显得较低
,

汉达 分
。

统计检睑表明
,

三类学校之间在一试 知识分 和二试 能力分 巨的学生平均成绩差异

非常显著
,

省会以上城市学校与地县级城市学校之间的澎异显著性比地只级城市学校与乡镇



级学校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更为突出
。

我们 又以 分 以上和 分以下作区分
,

进行有无学校类

别差异的
,
检验

。

统计考验结果认为
,

地县级城市学校 与乡镇级学校之间无实质性差别
,

而

地县级城市学校与省会以上城市学校的差异却十分显著
。

参照 检验和 ,
检验结果看来

,

《现代小学数学》对省会以上城市学校较为合适
,

对地县级城市以下学校比较勉张
。

这个问

题有待于深入调查和 实验来解决
。

、

实验班与普通班的对比分析

使用实验统一试卷的结果对比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

上海市长宁区
,

河北承德
,

四川重庆
,

湖 南吉
一

首
,

浙 江 噪 县
、

余

姚
、

夭台等地的实验学校的实验班与对比班的材料
,

一试知识分相差 分
,

其差

异不显若或非常显著
,

二试能力分相差 分
,

对比结果都属差异非常显著
。

可见
,

在同校内或同区域内的实验班与对比脚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
,

实验试题

对于实验班和普通班学生来说是等值灼
,

因为考题内容为双方所学过的
,

考题形式为双方都

未曾见过的
。

那么
,

测验的结果说明
,

具有充分理由表明实验班学生使用实验教材所获得的

数学能力优越于对 比班学生
。

使用当地试卷的结果对比
根据浙江金华

,

“斌苏连会港
,

四川重庆
,

江苏金湖等地提供的材料说明
,

用当地普通班

试卷考查
,

在知识夯止
,

实验班与对比班的差异不显著或有交错
,

但在能力分上的差异是非

常显著的
,

相差 分
。

可见
,

实验班学生通过实验教材的教学
,

其效果表现于能

力上的增长
。

这种能力上的发展是能够经受不同考试卷的考验的
。

看来实验效果的检验
,

在

完成大纲教学任务前提下
,

归根结蒂要看能力上的差异
。

三 数学能力发展情况的分析
、

二试 能力题 测验结果的分析

实验统
、

一试卷的二试题
,

要通过观察
、

比较
、

分析
、

综合
、

判断
、

推理等思维活动进行

解题
,

是作为考察某些数学能力的
。

共 个题
。

对题 目本身从全体上作难度值和 区 别 力 鉴

定
,

其中 个题难度适中
,

区别力良好
,

另 个题除 个偏难外其余 个稍易
。

表 是对
’

个题测骊绪果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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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人

注 实脸班李生 为北京二里 沟中心
、

学 人 上海长宁区萦云路小学
、

天山新邺二小
,

建青尖脸小学忧
、

中
、

差各抽 人 合计 人
‘

共 人
。

对比班学生为拓京田 村中心小学
、 ,

教 水
,

头林人
,

上海长宁区上述三校人



从表 看出
,

个方面的能力
,

实验班学生的正确率和得分率都较对比班为高
。

除数学

概括能力这一项 外
,

实验班学生的发展处于成熟或接近成熟
,

较对 比班学生发展要快些
。

、

迁移效果测验的分析

实验班学生在学习 一 的认识之后
,

学习加 减法之前
,

北京市海淀区四校七个实验班

进行了一次测查
。

测查时有约 分钟的老师演示
,

即讲解数的分解组成与加减算式之间的联

系
。

讲解后进行即时测验
。

测查题为 以内的加法题
、

减法题
、

填空题
,

共 道题
。

测查结

果与对比班 已学完 以 内加减 进行 比较
。

在实验班学习 。以 内加减法之前又进行一次迁

移测查
,

方法同前一次
。

测查题是 以 内进位加法题
、

退位减法题
、

填空题
,

共 道题
。

结

果如图
。

一一

谓
‘‘ 实验班

对比班

成绩百分数

不 同数分解组成 同数分解组成 以 内加减 法 以 内进位加 法
,

退位 减法

图 迁 移成绩差异比较

实验班学生 人
,

对 道 以内加减题
,

老师演示前做错题占 拓
,

演示后降低到

书
。

按 个题做对 个算通过进行统计
,

实验班学生在老师演示后
,

加法题
”

开 始 不

通过
”

的人数中后来有 拓通过
,

减法题
“

开始不通过
”

的人数中后来有 厂通过
,

填空题
“

开始不通过
”

的人数中后来有 书通过
。

统计检验表  
, ,

差异

显著
。

表明实验班学生学习数的分解组 成时形 成的认知结构
,

有效地迁移到数的计算中去
。

加减计算教学正式进行之初
,

稍加点拨
,

则解题正确的题次达 万
,

而对 比块已学完

川内加减
,

成绩 却不如实验班
。

在 以内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币
,

实验班达到同样的迁移效

果
。

根据实验执教老师反映
,

实验班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
,

比较突出的表现还有函数思考能

力
,

创造性思维
,

辩证思维等方面
。

在口算能力
,

阅读数学课本 独立看书 的能力
,

用数

学语言表达实际素材的能力 看图编题
,

说事编题 等方面
,

也有较好的发展
。 、

三
、

讨
、

论

、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的 矽步故果
,

从点上的试验到面上的 试验
,

都是比较好的
,

而且比较稳定
。

实验设计的总的指导思想指出
,

一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为构建良好 的 认 知 结

构
,

提供了物质前提的可靠保证
。

数学认知结构具有层次系统的整体性
,

这是对于知 识的有



序和网络特征
,

用高度概括的 一 般原理和基本关系
,

包摄各层次的知识内容
。

实验斑学生数

学认知能力的增长
,

有赖于在实验教材教学影响下
,

把客观的外在的数学知识结构向主观的

内部的数学认知结构的转化
。

这是获得实验 效果在认知变量方面的心理原因
。

以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
、

形和数量关系上的部分与整体关系
,

正是对于小学数学

内容具有包摄作用的基本关系
。

用部分与整体关系重建小学数学知识结构
,

使其显得更有简

明性
、

准确性 以及可辩别性
,

为数量关系的纵向扩缩变换和横向逆反变换的依据
,

归 结为一

元化本源
。

从实验的迁移效果说明
,

小学一年级学生对于理解并掌握
“

部分 部分 整体
”

这样的抽象原理是有足 够的接受能力的
。

这种接受能力表明小学低年级学生抽象思堆能力的

发展
。

使学生形成用概括性原理去统率具体知识的认知机能
,

有助于发挥认知结沟迁移的能

动作用
。

、

《现代小学数学 实验重视学生数学认知发展的整体性
。

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关

系是影响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主要方面
。

而 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方面
,

从事 现代小

学数学 》实验的许多老师的经验指出
,

学习兴趣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知 识的内在柳力

因 素
,

学生从规律性知识的操演中获得快感
,

从
“

要我学
”

转 变 到
“

我 要 学
” ,

从
“

乐干

学
”

做到
“

勤于学
” ,

实验班的学生普遍接近老师
,

喜欢数学课
。

在实验教学中
,

树立学生

是主体
、

教师是主导的思想
,

创造
“

老师引导
、

师生共同饰仑
, ,

的课堂教学模 式
,

促进学生

在态度
、

知识
、

能力 几个方面的转化
。

四
、

小 结
、

、

《现代小学数学》实验推广的 初步效果是好的
,

比较稳定的
。

结果说明
,

在完成教

学大纲内容要求的前提下
,

现代小学数学》实验在发展学生智力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
。

在

我国目前小学数学教改中提供 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尝试
,

受到广泛的欢迎
。

、

但是
,

《现 代小学数学》实验还处在趋向成熟阶段
,

有待进一步提 高 和 改 进
。

囚

此
,

不能因实验班成绩或情绪一 时的涨落而轻率作出整个实验成败的结论
。

遵循实验指导思

想是参加这项实验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

、

实验教学是在 自然实验 条件下进行的
,

各地实验班对实验的条件的控制有所不同
。

提高实验工作的严密性和对结果的科学分析
,

是要加以注意的
。

、

加强对地县级城市及乡镇学校实验工作的指导
,

深入研究农村小学使用 《现代小学

数学 》课本的情况
,

值得加以重视
。

附 录

《现代小学数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期终测验第二试部分试题

一
、

计算
,了、、户。

‘、了飞了‘、

十 ”口

口 口

 台口

一 一 一 一 二 口

二口十

一 口= 9 十 5

16 一 7 一 口= 16 一日

2 + 4 搜
,

3 十 5 + 1 = 口

1 + 2 + 3 + 4 + 4 + 3 + 2 + 1 = 口

、.矛
、
、了、
.
产、.产、.了、,产、

,声确上,目几口J性-0nD厅.
了.、了.、户口几、廿厅、了.‘了、、矛下、



二
、

从下面的数中
,

写出得数是 8 的/仆算式
0
.
1
. 2 ,

3

,

4

,

6

,

8

,

9

、
1 2

,

5 1

三
、

4 比 3多 1
,

就是 ( ) 比 ( ) 少 1
.

四
、

找出规律
,

在口里填数
。

(
1

)
2 0

,

1 氏 口
,

8

.

4

。

五
、

小方有 小平有

( 2 ) 3
,

3 + 3

,

9

,

9 + 3

,

口
.

小方给小平口支
J
后
.
两人同样多

六
、

把下面算式中的口移到等号的右边
,

改写成另一算式
.

口十 3 = 12
_ _

_ _ _
_ _ 口一 11 “ 3

_
_
_

_ _

七
、

原来两条绳子一洋长 用去后剩下

¹ , 二 , 期。期。二二。二。
:
期 , 二二二二幽助

º
;。二幼 , 。二期期期二二。明 。。二朔二咖二助. 二

第二条绳子用去 (多
、

少 )

八
、

从六个图形中选出一个适当的图形填入空格内

缨婴 婴乙丛崛
凸乃凸鹦凸

_
缨

‘

2
·

3

4

‘

5 6

九
、

在1行> 口十 10 的式子中
.
方框内应填小于 ( ) 的数

.

、

把

巨口
和

巨、“
一起

,

可以得到
一

下面的第口个
毗

甲
:
甲李乓沐斌夕

,

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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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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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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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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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tere st a nd f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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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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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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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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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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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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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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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P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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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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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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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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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o
w

e s
t

a n
d

h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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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D i
s

t
r e s s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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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n
g

e r
P

r o

d

u e e w o r s e
P

e r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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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e
f f

e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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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T h

e
i

n
t

e r a e
t i

o n a n
d

c o
m p l

e
m

e n t
a r

i t y

b

e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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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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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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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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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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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 m
o

t i
o n

m
a

y
o s e

i l l
a

t
e

b
e

t w e e n
i nt

e r e s t
a n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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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r e s e n e e

o
f

a n o v e

l

s
t i m

u
l

u s , a
p p

e a r
i

n
g

e x -

P l

o r a
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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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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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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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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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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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B
u

t
n o e o r r e

l

a
t i

o n
1

5 s
h

o
w

n

b
e

t w
e e n

t h
e

i
n

t
e n s

i t i
e s o

f
a 几g e r a n

d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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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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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i
e f u n e tio n o f

a n g e r w o u ld b
e d if f e r e nt

f r o m th a t o f d is tr e s s a n d f e a r
.
T h i

s

w ill b
e a e u e f o r o u r f u r th e r s tu d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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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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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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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o
l
o g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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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i
s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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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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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r e s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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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y
s

i
s

0
f t h

e e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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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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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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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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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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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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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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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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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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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e “

.

I
n

t h i
s
t
e x

t
一
b
o o

k
,

t h
e

k
n o

w l
e

d g
e

s
t

r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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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 c o
f t h

e
p

r
i m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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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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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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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
o r m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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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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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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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t i

o n s
h i P

(
w h i

e
li 宜5 e o n s id o r e d to b e 士h e i n tr in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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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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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s is o f

“
1

”
.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t
e a e

h i
n
g

h
a s

b
e e n e a r r

i
e
d

o n
i
n

2 7 P
r o -

v
i
n e e s o r e

i t i
e s a e r o s s

t h
e e o u n

t
r
y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e o

m P
r e

h
e n s

i
o n o

f

P
a r

t
一
w h

o
l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f

a e
i l i

t
a
t
e s

t h
e

a e q
u
i
s
i t i

o n o
f

a r
i t h

m
a
t i

e
k
u o

w l
e
d g

e a n
d

t h
e

d
e v e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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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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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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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e e o
f t

h
e

P
u
P i 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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